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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瞻规划，做大项目投入规模

南阳各级党委政府和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调研视察南阳时关于“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永不褪色”的殷殷嘱托，全力做好烈士纪念设施规划

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工作，积极营造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的浓厚

社会氛围，有效提升了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水平。一是高点

站位，精心部署。2019 年以来结合城市升级改造战略，市委、

市政府把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工程列为重大红色文化工程，

主要领导亲自过问、亲自部署。2019 年 3 月，市委召开常务

会议专题研究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作，将市烈士陵园列入“九

大工程”子项目，确定用地规模 200 亩、投资 1.9 亿元选址重

建。二是协调推进，强力保障。各级党委政府分级成立由政府

分管领导为组长，宣传、财政、住建等职能部门为成员的领导

小组，及时会商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市级财政一次性

下拔烈士纪念设施整修补助资金 1067.14 万元，各县市区自筹

资金 423.41 万元弥补专项资金不足。三是统筹谋划，顶格设

计。着眼发挥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红色旅游、党史军史研

究等多层次社会需求，方城县将红 25 军独树镇战斗遗址列入

国家长征文化线路河南段保护计划和示范项目，投入 1100 余

万元建成占地 200 亩的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纪念馆，形成集

纪念碑、烈士墓、英烈群雕、祭祀广场为一体的建筑群。相关

建设项目列入中央财政支持的《“十四五”时期社会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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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底线工程项目》，4 月初收到上级下发的 576 万的项目建设

资金，正在协调方城县政府配套相关资金，近期开展项目建设。

内乡县根据《“十四五”时期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工程实施方

案》（发改社会[2021]560 号）文件要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申请中央补助资金

795 万进行内乡县烈士陵园扩建项目。工程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开工建设，现已完成所有建设项目，正在等待验收和审计决

算。

二、主动作为，做靓城市红色名片

2021年 10月 26日召开的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

河南省政府明确提出支持南阳建设副中心城市。为了抓好这一

重要战略机遇期， 南阳制定了建成“五个高地、一个家园”

的现代化南阳的远景目标，在区域文化高地建设上明确提出

“建成文化强市”的要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适应这一新

定位、新使命、新责任，结合开展“观念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自我加压、查找不足，在打造城市红色名片上作出细化安

排。一是国防教育融合。投资 4 亿元打造全省前列、全省先进

的正处级规格国防教育中心，桐柏县自筹资金在新集乡磨沟村

建成红军长征转战南阳展览馆，设立红军长征转战南阳展区、

红军长征转战桐柏展区、红军长征转战新集展区、革命人物展

区，生动展示了从红 25 军成长起来的包括徐海东大将、刘华

清上将、王诚汉上将、韩先楚上将、刘震上将在内的 97 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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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人物简介和战斗故事。二是红色基因传承。市级投资 1.9

亿元，各县市区投资四千余万元，打造集烈士墓地、革命烈士

纪念馆、党史军史陈列馆、公祭活动场所于一体的市、县两级

烈士陵园，市烈士陵园被河南省命名为省级红色教育基地。邓

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敏锐地抓住了解放邓州时发生的可歌可泣

英雄故事，挖掘和放大电影《小花》《突破口》、电视剧《桐

柏英雄》宣传效应，以我军突破邓州国民党防线遗留的断壁残

垣为切入点，带动邓州地方资金投入近两亿元，迅速立项建设

“突破口红色公园”，园内矗立了革命历史雕塑，附加了新时

代元素，建成了彩色喷泉，成为城市一道亮丽风景。三是特色

品牌创建。2012 年开始，邓州市委、市政府筹措资金 5000 多

万元，对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内部和外部全面进行升级改造，

建成了以编外雷锋团展览馆为主体的雷锋广场，成为邓州市集

文化、教育、娱乐、游览为一体的亮丽风景线。习近平总书记

在给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回信说：“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

你们接过他的旗帜，创建“邓州市编外雷锋团”，持之以恒地

传承雷锋精神，推动学雷锋活动在中原大地蓬勃开展，你们的

所作所为令人感动，相信在你们的影响下，会有更多的人加入

弘扬雷锋精神的队伍，积极传递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南阳

市成立了退役军人学雷锋志愿服务总队，下辖 10 个大队，各

县市区分别成立 17 个退役军人学雷锋志愿服务大队，参加志

愿服务的退役军人达一万余人，成为南阳大地传播文明风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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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军。四是组织英烈缅怀。2022 年清明期间，在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指导下，南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卧龙区、宛城区、

新野县、西峡县、社旗县、邓州市等县市区的 14 个学校 357

个班级举行了“我们是一家人·与烈士认亲”活动，与 357

名烈士结亲。新野县借助清明节将陵园安葬烈士信息公布到网

站及新媒体平台上，大力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成功为 1 名烈

士找到亲人。参与认亲的个人或集体将在每年清明节、烈士纪

念日等重要时间到各县市区烈士陵园祭奠认亲的烈士，让无名

英雄有个“家”，让长眠异乡的他们有亲人哀悼。结合疫情防

控要求，在烈士纪念日前夕，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教育局在

全市多所中小学校组织“红色九月·英烈精神进校园”活动。

组织全市优秀的英烈讲解员录制宣传视频，向学校师生赠送了

《永恒的丰碑》英烈精神进校园宣传册和英烈精神宣传视频，

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收到学校师生的热

烈欢迎。

三、点线结合，强化自身建设

南阳是英雄辈出的城市。零散烈士墓地遍布 17 个县市区，

烈士纪念设施点多线长，修缮管理难度大，整理、发掘、宣传

烈士事迹工作困难重重。近年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牢固树立

问题导向、精品意识，建机制、强保障、造氛围、抓落实，有

效提升烈士纪念设施自身建设水平。一是弘扬烈士精神。每逢

清明节、9.30 烈士纪念日等法定节日，市、县都有组织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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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型祭奠烈士、缅怀英烈活动。通过在广播、电视、报刊、

杂志开设“宣传烈士事迹、弘扬烈士精神”的专栏，加强对烈

士资料的搜集、编纂，努力在全社会营造缅怀烈士、崇尚烈士、

学习烈士的浓厚氛围。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部队官兵和民

兵预备役人员特别是青少年，参与瞻仰烈士纪念设施、献花植

树等经常性纪念活动，强化烈士纪念设施的褒扬、教育等功能，

将符合条件的烈士纪念设施及时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

防教育基地，不断提高宣传教育阵地建设水平。积极将当地烈

士纪念设施纳入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精心打造红色旅游品牌，

为全社会提供良好的瞻仰和教育场所。二是精心打造力求“点

带面”。方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化与党史县志、公检法部门、

文广旅体部门协作，发挥部门间联动效应，在对小史店镇烈士

陵园、拐河镇烈士陵园进行修缮的同时，逐步完善全县革命烈

士纪念碑和革命遗址的数据系统，反复核实史料，出版《红二

十五军鏖战独树镇》、《血战独树镇》，共选编 17 篇革命英

烈事迹和 18 篇革命诗词，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烈故

事，形成了以“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为核心的红色文化体

系。三是积极参加各类培训，力争优异成绩。组织全市退役军

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者等讲好红色故事，积极参加省、

市组织的各类讲解员大赛，先后获得市级一等奖 1 个和省级三

等奖 1 个，2022 年组织各县区积极参加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

的“我身边的英烈”主题征集活动，我市报送的绘画《抗日名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3 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1 份),镇平县

党委、人大、政府(各 1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