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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烈士的评定

烈士陵园作为褒扬先烈、传承精神的纪念设施，不仅安葬着为祖国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更

体现着英雄烈士不屈不挠、不畏牺牲的民族精神。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是我省150余

处烈士陵园中建成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两处烈士陵园。

这两大烈士陵园是怎样建成的？它们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安葬在陵园的烈士身后有着哪些鲜为

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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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退役军
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
心）、退役军人信息中心揭牌仪
式在京举行。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中心主要承担境内外烈士纪
念设施规划设计、烈士遗骸搜寻
鉴定、烈士事迹和遗物收集整
理，以及开展相关国际交流合作
等工作。对于加强烈士褒扬纪
念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烈士”是国家授予为国家
和人民而英勇献身的公民的最
高荣誉性称号。烈士评定（批
准）是烈士褒扬工作的基础，是
国家授予公民最高荣誉称号的
过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
目前，《烈士褒扬条例》是我国烈
士评定（批准）工作的重要法规
依据之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先后
颁布了《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
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
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
伤亡抚恤暂行条例》三部法规条
例，面对的主要对象是革命军
人、革命工作人员以及参战民兵
民工。

“1980 年，国务院颁布的
《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将烈士评
定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体人民，规
定了批准为革命烈士的五种情
形”，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褒扬纪
念处二级调研员李静波说。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
展，《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已经不
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烈士褒
扬工作实际，亟须出台一部比较
系统完整、与时俱进的政策法
规。2011 年 8 月 1 日，《烈士褒
扬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其中，
烈士褒扬金制度是最重要的创
新和突破之一。明确规定了烈
士遗属在享受抚恤优待的同时，
还可享受国家发放的烈士褒扬
金，标准为烈士牺牲时上一年度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30倍。

2019年 8月 1日，国务院颁
布新修订的《烈士褒扬条例》，首
次将烈士保护纳入党和国家功
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并在评定
程序上增加了为烈士遗属颁授
《烈士光荣证》环节，增强烈士遗
属的荣誉感和获得感。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
医务工作者和防疫工作者舍弃
个人安危，英勇奋战在防控一
线，有的同志不幸牺牲。为此，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联合印发《关于妥善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
士褒扬工作的通知》，规定了烈
士评定（批准）范围，要求各地认
真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
人员烈士评定工作。

文/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建造一
所规模宏大的烈士纪念建筑，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来说是相当不易的。“晋冀鲁豫
烈士陵园1946年3月奠基，1950年10月
落成，到今年是70周年。”晋冀鲁豫烈士
陵园史料研究室主任张静介绍。“抗战
胜利后，又进行了上党、平汉战役，晋冀
鲁豫边区南面的安阳、北面的石家庄、
东面的广府都还没有解放，边区财力有
限、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烈士陵园就在
这硝烟未尽的岁月里开始建设了。”

陵园建设之初，建筑设计人才奇
缺，遍寻边区各地，竟找不到一名建筑
设计师。张静说：“大概由于人们把绘画
与设计建筑当成了相通的行业，便想到
了在冀南书店担任美工的邹雅，请他来
承担测绘和绘制设计图纸的工作。”

邹雅以版画、山水画出名，新中国
成立之后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
副总编辑，北京画院院长。可事实上，他
的版画虽闻名晋冀鲁豫边区，专业上却
与建筑隔行。

邹雅到任之后，为集思广益，建议
征求设计图纸，并在晋冀鲁豫《人民日
报》上刊登启事：“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
邯郸建设，特征求烈士塔、烈士公墓、四
八殉难烈士阁、左权墓及陵园大门等图
案，全部采用者奖金 3 万元（边币），部
分采用者亦奖以一定酬金，备有陵园平
面图样，应征者函索即寄。”

启事刊出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人
前来应征。邹雅能够找来作帮手的，只有
邯郸当地有名的泥瓦匠和老石匠。可他
们都是靠祖传或投师学会的盖房修庙手
艺，根本没有承担过这样规模庞大的建
筑工程，甚至连水泥的标号都不懂。

无奈，邹雅只能一边学习摸索，一
边设计绘制。为了寻找灵感，他几次去
赵武灵王丛台、黄粱梦卢生殿揣摩古建
筑的结构与布局，甚至到街上和小孩们
挤在一起观看“拉洋片”里的北京故宫
画片。就这样边学边改，仅初期设计就
用了3个月的时间。邹雅先后设计了几
套方案并绘制了数十张图样，经多次研
究修改后送交边区政府领导审定，最终
选用了现在的布局和建筑格式。

然而，1946 年 6 月下旬，国民党军
队突然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攻，解
放区被迫全面备战。不久，解放战争打

响，为支援战争，减轻人民负担，烈士陵
园主要工程曾一度停建。1947年3月25
日，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两次窜入邯
郸市上空狂轰滥炸，将左权将军墓前
70 米处的位置炸出一个深坑，这就是
现在园区内的左权湖的来历，也是那个
战火纷飞的年代留给晋冀鲁豫烈士陵
园的特殊历史印记。

其后，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战线
不断向南推移，边区形势不断好转，陵
园开始恢复建设。1948年10月，中国共
产党修建的第一条铁路——邯（郸）涉

（县）铁路竣工通车，为正在修建的烈士
陵园运输石料提供了便利，陵园建设进
入了快车道。在此期间，中原军区领导
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在
中原前线作战的间隙，也都惦记着烈士
陵园的建设，经常询问工程建设的进
展，有的还给陵园题词。

1950 年 10 月上旬，烈士陵园主体
建筑完工，正门、两边楼房、烈士纪念
塔、陈列馆、“四八”烈士阁、左权将军
墓、湖心亭等整体为中国传统的代表性
建筑，同时吸收了苏式纪念性建筑的特
点，体现着亦中亦西的时代特色，既有
独特的中国传统神韵，又有苏式审美风
格。从兴建到竣工，经历过战火纷飞的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终于得以建成，共开
支冀钞1.7亿元、小米241万斤。

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也在
加紧筹划建设中。

1950 年 3 月，华北军区作出决定，
在石家庄修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
区烈士陵园”，并拨发了建筑工程款二
百万斤小米（当时折合旧币 25.8亿元，
相当于币改后的人民币25.8万元）。

同年5月，华北军区会同石家庄市
政府组建了“华北军区石家庄烈士陵园
建设管理委员会”，陵园正式破土兴建。
整个工程由邬天柱规划设计，经著名建
筑学家梁思成、张开济等大家审定，是
我国建园时间较早，规模较大，建筑艺
术品位较高的著名烈士陵园之一。初建
之时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主要建筑
有纪念馆、纪念亭、灵堂、烈士墓等。
1953年6月竣工，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
为陵园题词。

1954年 8月 1日，华北军区烈士陵
园举行了落成典礼并正式对外开放。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为何建在邯郸
市区？

这还得从晋冀鲁豫边区说起。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
沟桥事变，由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
的序幕。八路军129师奉命奔赴华北抗
日前线，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
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
政区，范围北起石德、石太路，南达陇
海路，西到同蒲路，东至津浦路。横跨
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1944 年，
全边区共 19个专署、121个县市，其中
山西 26 个县、河北 42 个县、山东 42 个
县、河南11个县。

抗日战争胜利后，邯郸于 1945 年
10月5日解放。1946年2月下旬，晋冀鲁
豫边区党政军机关，走出太行山，相继
迁驻邯郸市。邯郸成为晋冀鲁豫边区首
府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1945 年 6 月 11 日，党的七大举行
闭幕式，通过了《关于以“七大”名义召
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
定》，指出：“在大会闭幕后，在延安召
开扩大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
会”，并酝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一
座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烈士陵园，纪念

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按照七大精神和中央的指示，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就开始筹备建设烈士
陵园事宜。为此，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
府主席杨秀峰，与邯郸市领导多次讨
论建设烈士陵园的选址问题，并亲自
视察烈士陵园园址。

1946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
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邯郸市召开。大会
决定在邯郸建立烈士陵园，纪念牺牲在
晋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总部前方司令
部、政治部、129师及晋冀鲁豫军区的革
命烈士。决议通过的当天下午，边区党
政军领导偕全体参议员来到邯郸城南
门外的园址，举行了破土奠基。

“陵园奠基时，是刘伯承司令员挖
的第一锨土。”张静说，“晋冀鲁豫烈士
陵园，还与朱德总司令有一段特殊的
渊源。”

1948 年 4 月，朱德总司令到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建设工地视察，看到工
人们干劲十足，深为感动，到达石家庄
后，特意寄来边币 200 万元，用于慰问
一线工人师傅。大家一致建议把这笔
钱用在陵园建设上——后来用这笔钱
修建了左权将军纪念馆前的石拱桥，
陵园职工都亲切地称它为“朱德桥”。

今年 5 月 25 日，是左权将军壮烈殉
国78周年。

1942 年 5 月 25 日，左权在十字岭指
挥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左权是抗日战
争中八路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当
年10月，左权等烈士的忠骨，被安葬于涉
县石门村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
群众习惯地称之为左权将军墓。

1950年10月21日，中央政府内务部
和中央军委政治部等单位主持晋冀鲁豫
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暨左权将军等诸烈士
移灵安葬仪式。左权将军等烈士的灵柩，
从涉县由汽车运往武安，在武安把灵柩
扶上火车运往邯郸。上午11时，左权将军
暨诸烈士灵柩的专列抵达邯郸站。灵车
从车站前往烈士陵园，谢觉哉、魏传统、
杨秀峰、姚继鸣等执绋前导。左权将军的
夫人刘志兰、女儿左太北执绋拉灵。由车
站到陵园，沿路布满花圈、祭桌，邯郸市
各界群众万余人怀着哀悼的心情，肃立
道路两旁，向缓缓行进的灵车致敬。在哀
乐声中，左权等烈士的灵柩入葬，由时任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亲自
奠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来唁电，朱
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纷纷送来挽联，
毛泽东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
上光荣”镌刻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迎门
而立的纪念塔上。

1952年11月1日，左权殉国10周年，
毛泽东在视察黄河的归途中，专程在邯郸
下车，步行至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缅怀左权。

李静波说：“这座陵园，是新中国修
建的第一座大规模的烈士纪念设施，它
有一个很明确的任务，就是将左权将军
等烈士的灵柩，从各地集中到一起，让烈
士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也让生者有一个
纪念的场所。”

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烈士就近安
葬在牺牲地，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后才得
以陆续迁入烈士陵园。

白求恩的遗体经历了转移及三次迁
葬，直到 1952 年迁至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最后安葬。

白求恩于 1939 年 11 月 12 日在河北
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年仅49岁。白求恩
逝世后，由于当时形势严峻，初葬地始终
没有暴露。

直到1940年1月4日，白求恩的灵柩
从唐县于家寨村南狼山沟门起出抬到唐

县军城南关。1 月 5 日，晋察冀边区举行
了白求恩追悼大会，聂荣臻宣读了祭文。
此后，白求恩的灵柩被安葬在军城南关
古阅兵场西北角的一个高坡上，晋察冀
军区为其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墓，
并 在 墓 前 立 白 求 恩 全 身 汉 白 玉 雕 像
一尊。

1952年，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河
北省民政厅通知，将白求恩、柯棣华的灵
柩一同由唐县军城晋察冀烈士陵园迁葬
到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1953 年 3 月 15 日，唐县政府组织人
力准备起出白求恩的棺木，为了保证白
求恩墓体不受损坏，工作人员从白求恩
陵墓西侧挖开坑道和砖砌的墓壁，用一
根大绳把白求恩的棺木拉出来。同时起
出的还有一道移葬华北军区的印度援华
医生柯棣华、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团长刘
云彪等人的棺木。

白求恩个子高，棺木是柏木的，比较
大，当时用了 20多个人一起动手才抬到
车上。用大绳拢紧，又担心路上晃动，人
们还特意在棺木两边用鹅卵石稳好。

同车运送的，还有当年为防止日军
破坏而被村民掩埋起来的白求恩汉白玉
雕像，这尊汉白玉雕像与白求恩的灵柩
一起迁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这就是
今天我们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白求恩墓
前看到的雕像，它也成为华北军区烈士
陵园的标志之一。

3 月 17 日中午，运输队到了唐县火
车站。下午，白求恩、柯棣华等人的灵柩
运送到石家庄火车站。华北军区烈士陵
园用马车将灵柩拉回，安葬在陵园内。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建成后，每年来
园人数 100多万人次。”华北军区烈士陵
园党委书记任兆元说，“社会各界人士来
到陵园，缅怀祭奠为了新中国和争取民
族独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其
中每年都有国际友人前来拜谒。”

白求恩和柯棣华两位国际友人安葬
在陵园后，他们的家人、生前好友都曾不
远万里前来缅怀祭奠，曾与柯棣华一起
来华战斗过的印度医生巴苏华、爱德华
逝世后，部分骨灰被送到陵园安葬。

“在河北许多烈士陵园中，还安葬着
很多鲜为人知的烈士，他们同样是时代
的英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人。”李静
波说。

用小米拨发工程款

陵园选址有深意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园址则是朱德
总司令亲自指定的。

1947 年 11 月 12 日，石家庄解放。
1948年初，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视察
石家庄市区。经过当时的胜利公园，朱德
听说这里原来是日军的“神社”，当场指
示：把它拆掉改成我们的烈士陵园！

此后，石家庄市开始筹建烈士陵园，
并 数 次 进 京 向 朱 德 总 司 令 汇 报 工 程
进度。

在当时，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建立，
依托于解放战争中成立的华北军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5月21日，

根据中共中央5月9日的决定，为适应解
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需
要，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
成华北军区。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是烈士纪念设
施的主管部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褒扬
纪念处二级调研员李静波说，“华北军区
烈士陵园建成之初，是为了纪念在历次
革命历史时期牺牲在华北大地的革命烈
士。目前园内安葬着牺牲在华北地区的
316位团职以上革命烈士，安放着新中国
成立后牺牲或病故的900多位革命烈士、
老红军的骨灰。”

园中英烈身后事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建园时铭碑堂
全景。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供图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左权墓碑亭建设中的场景。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供图

▼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建设中，火车
向工地运石料。

晋冀鲁豫烈士
陵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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