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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日本军政要员惊愕
地发现：“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
的抗日意见占支配地位，誓死保
卫武汉的主张被采纳。”日本人此
言指的是，六月九日，国民政府曾
下令汉口的所有机关、大学等移
至重庆或昆明，而在这次国民参
政会上，共产党人提出的《加强保
卫武汉问题案》获得一致通过，并

“密送国防最高会议交武汉卫戍
司令部采择”。日本方面不但没
有看见中国屈服的任何迹象，而
且国民参政会发布的《宣言》明确
宣告，无论日方如何挑拨国民党
人所谓共产党“赤化”的危险，中
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仍会坚定地站
在一起抗击日本侵略：……一年
以来，我全体将士忠勇赴战，壮烈
牺牲，我全体国民，包含边疆各民
族，无分党派宗教职业，一致决心
忍受艰苦，奋斗到底。盖中国于
敌寇凭陵之日，反得发扬其整个
民族之爱国意识与牺牲精神，故
日本军阀虽恃其海陆空之暴力猛
烈进攻，而决不能屈中国民族自
卫之意志……中国民族从不敌视
日本人民，至今依然。中国抗战
之目的，纯为自卫。中国必须恢

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
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
场。中国全体国民，誓以一切牺
牲达此目的……本会兹代表我全
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
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
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
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
最后胜利之日为止……本会同
人，兹据实宣布：南京傀儡组织，
乃敌阀之俘囚，吾族之败类，虽僭
称政府，而无任何政权，仅供敌阀
名义上之利用，决无言论行动之
自由。此在国际法上，且远逊于
丧失独立后之被保护国之地位；
夫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家国也，
神圣不可侵犯之统治大权，既以
国民公意托之国民政府，而蒋委
员长则我国家之最高统帅，而全
国军民所公认为代表我国家意志
之领袖也……至于赤化之谣，亦
属不攻自破中。中国今日，全国
一致，各党各派，在《抗战建国纲
领》基本方针之下，共同奋斗，纲
领具在，事实甚明……熟察大势，
敌阀在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
日趋穷途，覆亡可待，然其暴力犹
在，正图最后一逞。故我全体国

民，唯有继续并加强一年来之奋
斗精神，更绝对认清国家民族利
益之所在，以统一与团结为一切
行动之准绳……夫国难之险，险
于覆舟，应战之急，急于救火，凡
我同胞，安危相关，生死与共。惟
有尽一切努力，忍一切牺牲，以求
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尽一
切努力，忍一切牺牲，以求贯彻抗
战之唯一目的。”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决心和
意志。

随着九江的陷落，日军已进
逼武汉。

中日在军力上差距明显，空
中力量相距犹殊。中日开战以
来，中国空军原本不多的战机已
损失大半。但是，随着苏联大批
援华飞机的抵达，苏联志愿航空
队员陆续进入中国战场，中日空
中战场再次进入激烈搏斗的阶
段。苏联空军援华作战，是中国
抗日战争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事
件。无论当时的苏联出于何种目
的，在中国基本没有任何外援的
艰难时刻，苏联果断派遣空军人
员参加对日作战，这无疑是对中
国极大的支持。苏联除了援助作

战飞机，提供空军后勤保障，培训
中国飞行员以及参与空战战术指
挥外，大批优秀的苏联飞行员为
了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
血洒中国蓝天，其英勇无畏当为
中华民族所铭记。

日军占领南京后，开始利用
中国腹地的机场设施，对中国内
地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实施轰

炸。随着中国空战中心转向华中
和华南，大批苏联飞行员和中国
飞行员集中在了以武汉为核心的
机场，开始了与日军的新一轮空
战。有了苏联飞行员参战的中国
空军，不但升空截击日本轰炸机，
在徐州会战和沿江作战中，还曾
主动出击配合陆军作战。一九三
八年二月十八日，当日本战机轰
炸武汉时，中国空军奋勇迎战，一
举击落十二架日机。战斗中，中
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桂丹、
分队长吕基淳和飞行员巴清正、
王怡英勇牺牲。

武汉上空最为激烈的空战，
发生在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
日军出动六十九架战机直扑武汉
上空，中国空军起飞迎战，武汉市
民不顾防空警报纷纷仰天观战。
敌我双方战机穿梭翻腾，天空硝
烟弥漫，在短短半个小时的激战
中，中国和苏联飞行员以损失战
机两架、牺牲五人的代价，击落日
本战机竟达二十一架之多，其中
战斗机十一架、攻击机十架，日军
飞行员五十人丧生，两人跳伞被
活捉。

整个武汉欢喜若狂。

就是在这次空战中，武汉市
民目睹了一个壮烈场面：一架中国
战机在负伤之后，向日本战机迎头
撞去。——驾机与日军战机同归
于尽的中国飞行员名叫陈怀民。

陈怀民生于长江边上的镇
江，曾在“一·二八”上海战事时和
哥哥一起参加义勇军。入伍后毕
业于中央航校第五期。在“八一
三”淞沪会战中，因击落多架日机
获“空中勇士”称号。他曾因战机
油料耗尽迫降而被抛出舱外负
伤，也曾因战机受损而不得已高
空跳伞再次负伤，武汉空战开始
后他驾机升空时战伤仍未痊愈。
他的母亲战前曾为他提了一门亲
事，他以“日寇未灭，焉用婚为”作
答。生在长江畔死在长江中的他
时年二十二岁。

被陈怀民撞落的日军战机
飞行员名叫高桥宪一。

高桥宪一的遗物中，有他妻
子的照片和信件，妻子美惠子在
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甚至有时
想到，不做飞行士的妻子才好，做
了飞行士的妻子，总是过着孤凄
的日子。家里人无限挂念着你，
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光是死，

并不是荣誉的事，我是祈求着你
十分小心地履行你的职责。陈怀
民烈士的妹妹陈难看过这封信
后，给这位名叫美惠子的日本女
人写去一封信：我失去胞兄的心
境，使我设身处地地想到你失去
高桥先生的心境，想到中日人民
竟如此凄惨地牺牲于贵国军阀的
错误政策之下，因此我不能不告
诉你这个真实！怀民哥坚毅地猛
撞高桥的飞机，与高桥君同归于
尽，这不是发泄他对高桥君的私
仇。他和高桥君并没有私人的仇
恨，他们只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
力量粉碎了他们自己。我告诉
你，我家里的父母都非常深切地
关怀你，像关怀他们的儿女一般，
不带一点怨恨。我盼望有一天让
我们的手互相友爱地握着，心和
心相印着，沉浸在新鲜的年轻人
的热情里。我们有理由为着这个
信念而努力。两封信通过各种媒
体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会
是怎样一种人类之梦？

与这个梦想相比，
战争带给人类的又是怎
样的厄运？ 21

连连 载载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传统
的民俗节日七夕节，也称“乞巧节”“少
女节”“女儿节”“中国情人节”。唐代
诗人以“七夕”为题材，创作了许多脍
炙人口婉约缠绵的诗词，流传至今，让
人回味无穷。

杜牧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秋
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
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
星。”诗人以轻盈的笔触勾画出一幅生
动而静谧的七夕图。全诗描写了在凄
凉的秋夜，生活孤寂的失意女子时而
手执绫罗小扇扑打流萤，时而痴痴地
凝望着夜空中的牵牛和织女星，借以
打发时光，排遣愁绪。表现了年轻女
子无限惆怅复杂的心情，读来令人愁
肠百结，感叹不已。

“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婵
娟。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
年。”罗隐的这首《七夕》描绘了古人过
七夕穿针乞巧的风俗习惯及期待相逢
的情景。与罗隐相比，孟浩然笔下的

《他乡七夕》则显得沉重了许多。“他乡
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
怀故国楼。绪风初减热，新月始临
秋。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诗人
用婉约忧伤的笔调写出了他独自漂泊
在外，适逢七夕，看不到妻子在月下穿
针乞巧，忍受无限羁旅之愁的忧伤情
怀，也写出了孟浩然的郁郁不得志，读
来让人感同身受。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
玲。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
星。”徐凝的这首《七夕》仿佛让我们置
身月下，仰望星空，轻叹着鹊桥上一年
一次相会的爱情。永恒的离愁别绪，
一如银河般默默停伫在悠长的岁月
里。那盈盈走来的身影，没有因为时
间而竭尽了相思，没有因为距离而冷
落了爱意。这是对牛郎织女的爱情作
着诗人式的感慨。

李商隐在《壬申七夕》中写道：“已
驾七香车，心心待晓霞。风轻惟响佩，
日薄不嫣花。”李商隐23岁时，爱上了
在灵都观修行的一位清新脱俗的女道
士。两人心有灵犀，由于封建礼教的
重重束缚，两人只能暗中以诗传情，月
下幽会。后来女道士随公主回宫，诗
人再去道观，玉人已去物是人非。诗
人在长安偶遇恋人，还是不能相守，无
可奈何而又刻骨铭心的爱情，成为诗
人一生的遗憾。

“七月初七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
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
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
期。”大诗人白居易的这首《长恨歌》可
以说是歌吟七夕情爱的名篇，“比翼
鸟”“连理枝”，成为历代人们耳熟能
详、经久不衰的爱情名言。

“又是七七乞巧夜，长空如洗月如
皎。却叹鹊桥何处有，千古泪痕凝秋
叶。”虽然七夕已过几日，但展卷阅读，
于唐诗的美妙意境里与爱情相约，与浪
漫相守，还是让人缱绻沉醉，情趣盎然。

老坤像个犯错的孩子，强忍着老伴的
唾沫星子。

“你说你，上七十的人了，骑车自己摔
了，人家孩子看见，好心上前扶你，你硬说
是他推倒的，你瞎说啥呀！有意思吗？要
不是监控还孩子清白，指不定冤死人家！”

“好了，被警察教育了吧！长长记性吧！”
“你别朝我翻白眼，你已经是小区名人

了，出门会有人朝你翻白眼！以后我是没
脸跟你出门了，丢不起人。”

老伴叨唠得口干舌燥，朝老坤狠狠地
翻了一个白眼，拎着满满一瓶茶水独自出
门，上小区跳广场舞去了。

老坤闭门思过。晦气。早上骑车出
门，到街心，地上的雨水还没干，路滑，摔倒
了，一个小伙子上前扶他，问他伤着没有，
他竟然鬼使神差地抓住小伙子说：“就是你
把我推倒的！”小伙子顿时就手足无措了，
一脸“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无奈。他本来
可以爬起来的，见小伙子没说话，索性就嚷
嚷着讹上了。没想到周围打抱不平的人
多，报了警，更没想到还有监控，在证据面
前他低下了头……小伙子没等他说声“对
不起”就埋头而去，样子很委屈。警察委婉
地开导他：“老人摔地，有人扶，传递正能量

的事情，生生被你们这样的老人给整变样
了，尊老爱幼，人家主动尊老，你也得爱幼
啊！你不相信群众的眼睛，也该相信监控
探头吧！难怪经常听到老人摔地，路人不
敢扶的传闻。像你这样，还没碰到，你就反
咬人家一口，谁不窝心，谁不伤心？那好
吧，以后走路当心点吧！”是啊，以后走路是
得当心了。

网上那些乱七八糟讹人的事，老伴不
止一次跟他叨唠过，他也瞧不起那些人，可
轮到自己，咋就条件反射了呢？

监控视频截图一上网，报纸一转载，老
坤就成小区的名人了。以前在小区都是昂
着头走路的，从警局出来他就耷拉着脑袋
了，连那自行车也不好意思骑了。丢人丢
大了。

再硬着头皮出门，鞋底光滑的鞋就不
能穿了，穿齿轮深的鞋，走路还得稳当，必

须学会做个“不倒翁”。否则，小区人连他
的“新伤旧疤”一块儿揭得血淋淋的。

再出门，小区人就远远地躲闪开了。
还没碰到就讹人的人，最好连影子都别踩
他的。

老坤成了“独行侠”，大热的天，也感到
身边凉风飕飕。完全是自找的，谁愿意跟
一个无赖友好呢？几十年留下的好印象，
一摔，就没了。再走路，如同一具行尸走
肉，摇摇晃晃。却总也晃不倒。每每晃得
周边的人心惊肉跳，成鸟散状……

老伴不得不臭骂他：“好好的，喝啥
酒？装啥疯？小区晃，大街上晃，晃倒了又
要讹谁？你这人咋不长记性呢？”

这天，老坤独自从酒馆出来，横穿公路
时，脚一软，摔倒了。人来车往，很危险，在
这瞬间，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将他扶起
来，朝公路边走去。他结结巴巴地说：“你
这人咋不长记性呢？老人摔地，不能扶，要
讹你！把你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可把小伙子乐得，笑道：“大爷，你喝高
了，躺路上危险。”

“说啥，扶我起来还要钱？你讹人啊！”
老坤一句话，把看热闹的人乐得眼泪

直冒。

卡夫卡曾写过一则寓言《巷战》，大意
是这样的：一群士兵围住了一个城市，在巷
子里寻找敌人，突然看见一个长了翅膀的
老人，原来那个城市的人都是有翅膀的。

“你们感到奇怪。”老头说，“我们大家
都有翅膀，但它们对我们毫无用处，我们没
有人利用翅膀让自己飞翔，更没有人想着
利用翅膀逃跑，要是能够把它们扯下来，我
们早就那么干了。”

“你们既然有翅膀能够帮助你们逃跑，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飞走？”士兵不解地问
道。

“要我们飞离我们的城市？离开我们
的家乡？离开亡者和诸神？”老头更加不解
地反问。

这个寓言，卡夫卡虽然没有写下结局，
但结局是很容易猜想的：为了固守自己的
传统生活，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尽管有翅
膀也不肯飞离。

最后，尽管这个城市里的人们都长着
一对可以飞翔的翅膀，但是他们的城市却
很快就被没有翅膀的敌人灭绝了。

在我们的身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
这样的情境，你本来可以凭借自己的勇气
重新开始新的征程，你本来有机会打造一
片新的天地，但是，你却因为计较小小的得
失而与成功失之交臂。

几年前，有一位读者多次打电话给我，
说他有一个重要的人生问题，很诚恳地请

我给他拿一个主意。每一次打电话，他都
诚惶诚恐地先说：很冒昧打扰您，但我是您
的读者，我知道您曾经也遇到过今天同样
的问题。

他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在一个基层单
位做文字工作。他最近看到了省城一家报
社招聘记者编辑的启事，便触动了心中爱
好文学和新闻写作的那根弦，就偷偷瞒着
家人去报考了，结果，他考得很不错，被录
用了。当接到录用通知的时候，他作难
了。现在自己在县里有了住房，妻子在一
家工商所工作，而且又有了孩子。他如果
去省城，单位给解决住房吗？省城的房价
这么高，自己在省城能买得起房子吗？妻
子的工作怎么解决呢？记者这个职业比起
目前自己的职业优缺点孰多？

在事情还没有去做的时候就设想一大
堆困难，我是最不能容忍这种人的。第一
次打电话，我告诉他，到省城报社应聘记
者，是你人生的另一个选项，如果你感觉目
前的工作你不适合，这也许就是你重新开
始的一个机会。

没过几天，他又打来了电话说，说家里
人特别是妻子反对他到省城应聘，除非给
房子并解决妻子的工作。并且再三道歉再
次打扰我。“可是，我实在犹豫，我拿不定主
意，我知道去做记者要比目前的工作更适
合自己的发展，可是那些生活问题招聘制
都不能解决，家里人就不支持。”他说。

因为是第二次了，而且从电话中我对
他又有了许多了解，这次我的话说得更重
了些。我这样问他：你既然没有勇气面对
生活中的一个个问题，你为什么产生这样
的念头呢？你目前的职位不是好好的吗？
稳稳当当的公务员，在当地也是让人羡慕
的职业。他说，可是，我爱好新闻和文学，
我已经发表了十几万字的作品了。他告诉
我，他觉得去做编辑记者，才是他一生的追
求，在县城这地方，他一辈子什么也干不
成。

后来，他又写了封长信给我，详细诉
说自己举棋不定的苦衷和犹豫。问清了
他的地址，我写了封长信给他，希望他能
摆脱人生的困惑，把握住这次机会。

我这样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患得
患失、故步自封是人生成功的大敌，世界
上无数的人，正是因此而让成功的机会
迅速地丧失了。当我们面临人生机会的
时候，当我们面临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
们应该挣脱身上所有的锁链而勇敢前
行。其实，未来人生的困难，往往没有事
先想象的那么大。在我们对成功与失败
难以把握时，我们往往把将要遇到的困
难都一股脑地推到面前，从而把选择的
砝码加重到失败的一方。世界上没有那
种把一切困难都解决了的好事给你留
着，让你轻而易举地拿来，一切都要靠努
力去争取。

1940年的阿登森林中，格朗热作为法国官兵驻守在
这里的一个碉堡中抗击德军。这里如荒僻岛屿一般几乎
无人过问，而法军上下也陷入上下不通、斗志涣散的浑噩
状态。格朗热与他手下的三个士兵在这座林中“阳台 ”
上混着日子，靠女人、酒精打发时间……当德军真的打来
的时候，他们的上级逃之夭夭。结果其中两人丧命，格朗
热也受了致命伤。他狼狈地逃到森林中他情妇的住所，
而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结局……

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作者融合了抒情、虚幻，
将思考与现实融为一体，让这部小说成为二战期间法国
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和嘲讽意味。
作者在小说中对景物的描绘渲染，对人物微妙心态的捕
捉出神入化。布勒东对这部小说评价道：“令人赞叹的
是，在这种梦幻般的意象中，却让人感觉不到虚幻的气
氛，而处处可见到的都是真实的景象。”

腾冲位于云南西部边陲，距省会昆明606公里，与缅甸山水相
连，国境线长148公里，总面积5845平方公里。

腾冲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300多年前，“千古奇人”徐霞
客曾在腾冲停留多日，以 3万多字记录腾冲的山川地貌、自然风
光，令外界为之向往。

腾冲的确是天生丽质，有许多独特“资本”。万年火山热海，
千年古道边关，百年翡翠商城；99座火山雄峙苍穹，88处温泉喷珠
溅玉……腾冲以其罕见的自然奇观和大量的宝藏吸引着许许多
多的中外游客。

然而今年我到腾冲，主要是为了那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在 70年前的中国西南部，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滇

西抗日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场关于一条路的战争。抗日战争进

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滇、黔、川、桂大西南成为支
撑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滇缅公路则成为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唯一
通道。日本为了达到封锁中国，迫使中国屈服之目的，加紧了对
缅甸的入侵，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迅速侵入中国西南
的云南，占领了怒江以西的腾冲、龙陵、芒市等大片中国领土，截
断了滇缅公路。

为了打破日军封锁，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20万将士发起反
攻，8个月后重新打通了滇缅公路，随即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
中印输油管道相继贯通，大批援华物资包括石油运往中国抗日战
场，有力支援了中国抗日战场的全面大反攻。

由于腾冲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也成为滇西抗日战争中
的焦点地区之一。

1942年5月10日，292名日军进入腾冲县城，标志着腾冲的陷
落，从此腾冲人民经历了859个饱受凌辱的日日夜夜。

日军入侵腾冲后，犹如一群凶残的野兽，烧、杀、淫、掠，无恶
不作。在这不足 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军用刺刀戳死、排枪
射死、机枪射死、挖心致死、上绷杆致死、上甩杆致死、灌盐水致
死、油锅煎炸致死、锯解致死、活埋等共计4500多人，45个村寨和9
个集市在狞笑中燃起冲天大火，24000余幢公私房屋被夷为平地，
40多亿（国币）财产化为乌有，600多万斤粮食和 5000多头大牲畜
被抢……26万腾冲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

1944 年 5 月 10 日，中国远征军第 20 集团军发起了腾冲反攻
战。11日黄昏强渡怒江，次日清晨发起了对高黎贡山的强攻。经
过9天激战，远征军攻占了高黎贡山山顶的南、北斋公房。再战10
余日，远征军逼近腾冲县城，日军疯狂反扑。经过近一个月的战
斗，远征军从两面夹击日军，最终形成了对腾冲的合围之势。

腾冲城墙全是巨石垒砌，高而且厚，日军两年苦心经营，筑有
坚固工事，城墙上堡垒环列，城墙四角更有大型堡垒侧防，是滇西
最坚固的城池，兼有来凤山、飞凤山作为屏障，易守难攻。

已呈合围之势的腾冲城并不容易攻破，先以云梯登城的远征
军牺牲惨重，后在盟军空中攻击的配合下才将这座坚固的城池炸
开10余处缺口。从缺口强行入城的远征军与守城日军迎面相逢，
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这场历时 44天的战役被称为“焦土之战”。因守城日军全部
被歼，也被日军称作“玉碎之战”。战后的腾冲城变为一片废墟，
树木全部被战火烧焦，甚至找不到一片完好的树叶，到处都是残
缺的人的肢体。1944年 9月 14日，沦陷了两年 4个月零 4天的腾
冲终于光复，这也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被收复的县城。

腾冲战役共歼灭日军官兵 6000余人，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中国远征军亦付出重大牺牲，阵亡官兵9000余人，受伤官兵10000
多人，美国盟军官兵阵亡19人。

在腾冲战役期间，腾冲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战热情。他们
不畏艰辛，全力支前。抢修“史迪威公路”，翻越高山背送军粮，冒
着枪林弹雨运送弹药，接送伤员，随军作战，有6300多人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民抗战的英勇赞歌。

腾冲光复后，为了纪念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民众，在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下，建起了国殇墓园。

国殇墓园始建于1944年冬，1945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周
年纪念日）落成。全园占地面积53300平方米，由大门、甬道、展览
厅、忠烈祠、烈士墓群、纪念塔组成。建筑群坐落在同一条中轴线
上，依次递进，层层升高。园内遍布苍松翠柏，环境幽静，庄严肃
穆。墓园平面东北宽西南窄，呈钟形，后面小团坡的纪念碑是“钟
钮”，大门位于钟口，寓意为“警钟长鸣”，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
和平。

国殇墓园是全国建立最早的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陵园，同时
也是滇缅战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抗日烈
士陵园，2005年 11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

来到国殇墓园，我准备了一朵小黄花，轻轻地放在烈士墓群
的前面，并向烈士深深地鞠躬。

此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想了许多许多。在抗日战争时期，
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中国远征军的将士们牺牲个人利益乃至
年轻的生命，为国家、民族赢得关乎生存和尊严的胜利，这种牺
牲，是值得我们国家、民族永远纪念和颂扬的。

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
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周围，奋力拼搏，自强不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
文明，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实际行动告慰烈士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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