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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要闻/评论
邱建军烈士安葬九峰山 群众含泪送最后一程

安息吧，英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洁 杨然 通讯员 杨槐柳 胡子昂 实习生 苏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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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相交，不以山海为远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7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同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的几内亚比绍总统恩巴洛举行会谈时，讲
了一个故事——刚才欢迎仪式演奏的几内亚
比绍国歌《这是我们最爱的国家》，由几内亚比
绍国父卡布拉尔作词、中国作曲家晓河谱曲，
这是两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两国人民
深厚友谊的见证。

一位作曲家在世界文明交流、传递友谊的舞
台上，留下佳话，为人铭记。中国地质大学校歌

《勘探队员之歌》，也是晓河作曲。用地大人的话
说，这首歌就像一个精神标志，无论在世界何地，
只要听到这首歌，地大人就能“认出彼此”。从
中，我们看到一位音乐家艺术修炼的经历、艺术
视野的广度、艺术作品的丰赡，也看到文化艺术
中流淌的情感脉动、价值情怀、深沉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以文化人，更能凝
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相较于语
言、文字等交流介质，包括音乐在内的一些艺术

形式，在促进不同人群沟通交流方面具有自身
的鲜明特点和优势。为什么我们可以听懂、看
懂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的那些音乐、绘画作品？
为什么很多人面对古今中外诸多经典艺术创
作，能产生某种共鸣？就是因为它们跨越差异
性，又包容差异性，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艺术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化，发乎于心才会动
之于人。在晓河先生的音乐生涯中，他创作了几
百首歌曲，很多代表作传唱度高，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是个体心声和时代步伐声的接洽。其中的不少
作品，不是强烈地表现自我、表现技巧，而是从人
们的接受习惯、接受能力出发，如水润物。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
近。山海远不远，咫尺近不近，超越空间因素看，
这跟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心理因素有非常
大的关系，志合、道乖的差别，以及产生的不同影
响，差别就在通不通心。电视剧《红楼梦》《父母
爱情》等在国外屡播；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被收录

到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国外一波又一波
“艺”浪来到中国各地，掀起热潮……文艺创作的
舞台很大，大到可以超越国界；文艺表达的内容
很广，广到可以囊括万千。山再高、路再远，很多
艺术作品在世界的处处角落都能找到“知音”，作
品内含的共通情感就是“牵线人”。

品多元文化之美，谋交流互鉴之道，这是
人间正道，也是阳光大道。武汉高铁训练段是
全国最大高铁“驾校”，培养了大量中外高铁人
才；在辽宁大连，大连海事大学的一艘教学实
习船，成为中国海事教育的“友好使者”；菌草
技术走出国门，一批批“小而美”工程惠及国外
民众……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以心相交有着丰
富多元的“打开方式”，交流合作可以在不同层
面展开。交往的佳话、友谊的美篇、合作的案
例，不可能在“清谈馆”里产生，只能在“行动
队”里诞生。为此，我们写下了并继续书写着
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阅读提要

品 多 元 文 化 之
美，谋交流互鉴之
道，这是人间正道，
也是阳光大道。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
市对“拍黄瓜”等简单食品
制售经营许可进行优化，
成效显著。这项“微改
革”，减轻了小型餐饮店的
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

这项“微改革”的特质
主要体现在，新修订相关
办法，从“专间”到“专区”，
一字之差，曾让相关经营
者感到行动艰难的管理措
施，内涵发生了改变，从负
担在身变成了轻装上阵。
为了这一字之差，有关方
面统筹防止“一管就死”与
注意“一放就乱”，下足笨
功夫、硬功夫，不知做了多
少次市场调查，务求精准
可行。

“微改革”以细微之
处见真章，它瞄准的是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现实、
直接的问题，通过小而
精、快而准的改进措施，
推进民生改善和营商环
境优化。比如，优化政务
服务流程，实现“一网通
办”“最多跑一次”；推进
教育均衡发展，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让乡村焕发新面貌……这些看似
微小的变化，实则是改革红利直接而生动
的体现。

聚焦“民生实事”“关键小事”，我省
也推出一批“微改革”“微应用”。例如，
武汉市推出个体工商户登记智能审批、
商业综合体入驻商户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免提交”、护士执业注册“减材料”、教师
资格认定现场确认环节线上审核等。实
践证明，“微改革”不仅能提升治理能力，
还有助于补齐短板，以更优质的公共服
务供给，提升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
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衡量改革成
效，检验工作成败，从根本上要看群众
生活水平是否不断提高、群众困难是否
得到妥善解决、群众利益是否得到切实
维护。我们不能小看那些一字之差的

“微改革”，不能轻视柴米油盐、衣食住
行等日常小事，勿以善小而不为，把它
们记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实
到行动上，才能守牢做实改革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暑假以来，各大热门博物馆迎来高峰，
有的场馆为满足参观需求延时开放。不过，
一些特色博物馆、专业博物馆、小众博物馆，
却显得有些冷清。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部文明史，人们对
公共文化需求之旺，对中国历史文化兴趣
之浓，从博物馆热、传统文化热中可见一
斑。大馆热馆名气在外，自然也会人多。
但人声鼎沸，拥挤不堪，并不是最佳的观馆
环境，还会增加博物馆的管理成本、文物的
维护难度。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场所，参观博物馆
应避免从众的“打卡”心理，避免逛网红景
点式的游乐心态，真正走入历史文化之
中。相对于一些“难约”的博物馆，一些不
太显眼，但却在某一领域、某一阶段珍藏着
时光、记录着历史的博物馆，亦是对“何以
华夏”“何以中国”的真实回答。在北京，93
号院博物馆被称为藏在胡同里的博物馆，
是进行非遗和民间艺术传播和体验的基

地；在武汉，琴台钢琴博物馆收藏了200余
台世界著名品牌古董钢琴，是中国目前藏
品最多、质量最高的钢琴博物馆；在上海，
上海银行博物馆真实记录了上海自开埠以
来银行的历史，再现了中国百年金融风
云。这些特色型博物馆分布在各地，正期
待与更多想了解它的人相遇。

沉下心来观馆，真正与历史文化对话，
重点并不在博物馆的大与小。不妨打开更
大的视野，探索博物馆更多的领域。随着
参观博物馆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
式，深度体验、沉浸式参观越来越被看重。
随着博物馆热往后推进，看热闹式的“虚
火”会被逐渐祛除。文化自信体现在哪
里？不仅仅体现在大型博物馆门庭若市，
也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博物馆都能迎来热爱
它的人。从人们爱逛博物馆，到会逛博物
馆，再到细逛博物馆，这些层次的递进，将
是社会文明素养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供
给更优质的表现。

参观博物馆应避免“打卡”心理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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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调查发现，直播间假古董泛滥，令不少老年人受骗。这类直播利用老年群体辨识能力弱的
特点，打着“高回报率”的幌子，蛊惑老年人下单，甚至贷款消费。

遏制假古董直播，平台首先要担起责任。直播平台应改进管理机制和技术手段，及时警示或关停
涉嫌违法违规的营销行为，加强支付结算服务，设置资金冻结期，以便在买家发现被骗后有机会挽回损
失。同时，职能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宣传教育，提升老年人防骗意识，守护消费者财产安全。

（文/张双双）

7月11日，邱建军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
武汉市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为了保
护群众和战友生命安全而壮烈牺牲的他，长
眠于此。

灵车所经之处，群众依依送别

早上7时许，天色阴沉，云层密布。载着
邱建军烈士骨灰的灵车，缓缓地从汉口殡仪
馆出发。车队穿过繁华楼宇、跨过美丽河湖，
烈士英灵与这个他曾为之倾注热血和生命的
城市，作最后的亲近和告别。

1小时后，在7辆汉警快骑的护卫下，灵
车抵达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

“丹心耀警徽 舍生忘死保民安；热血
铸忠诚 青山垂泪挽英雄”，陵园门口挽联
低垂，早已等候的群众列队相迎，希望看英
雄最后一眼。“邱所长，好想再跟你拉拉家
常。”“邱警官，一路走好啊，您是我们汉兴
街道的骄傲，我们永远记得您！”句句声声，
都是不舍和惋惜。

灵车停稳后，6名身着警礼服的礼兵迎了
上去。他们神情肃穆，步履坚定，一路护送捧
着骨灰盒、抱着遗像的邱建军妻子、女儿等亲
属，缓缓走进安葬仪式现场，将盖着党旗的烈
士骨灰盒郑重地摆放在祭台上。

祭台上摆满了鲜花，两侧是社会各界人士
敬献的花篮。祭台后的背景墙上，印着“英雄
永垂不朽，浩气长存人间”。

参加仪式的邱建军亲属、战友、各界群众
列队肃立。

“好好休息，我会常来看你”

9时整，烈士骨灰安葬仪式正式开始，雄
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崇敬
与思念让现场每个人心潮澎湃。

“邱建军同志的一生，始终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一篇情深义重的祭文，回顾了邱
建军烈士30年从警路上，日日夜夜的坚守、
惊心动魄的瞬间、为民服务的点滴。

“请全体肃立！脱帽！默哀！”哀思与怀念
弥漫开来，人群中传出轻轻的抽泣声。默哀结
束后，工作人员引导家属将烈士的骨灰安葬在
鲜花簇拥的墓地之中。参加仪式的亲属、战
友、群众依次向烈士敬献鲜花，鞠躬致敬。

“安息吧，建军！你这一生对得起这身
警服！”邱建军的妻子陆英轻抚墓碑，泣不
成声。

“大伯，您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为了守护
人民群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我的榜样，我
会好好向您学习。”邱建军的侄女李轩仪将一
束菊花轻轻地放在墓前，深深鞠躬。

“老搭档，作为警察你做得特别称职，虽然
你已经走一个多月了，但在我心里从来没有离
开。”与邱建军共事多年，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
分局汉兴派出所副所长张勇难掩悲痛。

邱建军生前所在的刑侦队一行成员，在墓
前静静伫立，久久不肯离去。“老邱啊，在这好
好休息，我会常来看你。”望着墓碑上的邱建军
的遗像，刑侦民警李原再也忍不住悲痛，眼泪
一下子涌了出来，众人也纷纷落泪。

邱建军的墓前，一束束菊花灿烂温暖。

“邱建军们”的故事，人们永远记得

在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广场，矗立着一座
刻着“英烈颂”的雕像，庄严肃穆，令人敬仰。

邱建军、汪宜友、肖立斌……绿树掩映间，
从一面面烈士墓碑前走过，默诵着一个个名
字、生平和功勋，让人热血沸腾。

过去岁月中的一幕幕依然令人震撼，让眼
前这一张张坚毅的脸庞又瞬间鲜活了起来。

铮铮铁骨，国之脊梁。
仪式结束后，战友们昂扬斗志，整装出发。

他们纷纷表示，要传承和发扬烈士的高
尚品格和优良作风，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
安战斗力，努力完成烈士未竟事业。

邱建军生前系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
汉兴派出所副所长，从警30年，先后在江汉区
分局刑侦大队、姑嫂树派出所、巡警大队、汉兴
派出所工作，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荣获嘉奖6
次、获评优秀公务员7次。今年6月1日凌晨，
已连续工作16小时的他带队处置一起持刀滋
事重大警情，面对歹徒的疯狂拒捕，挺身而出，
与歹徒展开殊死搏斗，最终身负重伤，经抢救
无效壮烈牺牲，年仅50岁。日前，省人民政府
批准评定邱建军为烈士。

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汉市公安机关先后有
56人被评定为烈士。他们用热血与生命谱写
了一支支壮丽的凯歌，激励着一代代武汉公安
民警忠诚为民、担当奉献。

汉警快骑护卫灵车到达烈士陵园。

邱建军烈士骨灰安葬仪式现场。

斯人已去，壮志长存。
留给生者的，是不竭的精神动力。
烈士墓碑的照片上，邱建军依旧年轻。这位无畏

的人民警察，长眠于此，静静聆听着人们的倾诉——
“邱建军同志在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

候，迎难而上、毫无畏惧、奋不顾身，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会认真向邱建军同志
学习，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公安事业中，绝不辜负党和
人民的期望和重托。”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民意派
出所副所长殷文齐说。

“我与邱建军相识于2019年，他待人处事谦逊温和，
工作态度却坚韧较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武汉市公
安局江汉区分局汉口火车站警务站站长徐峰说，“我们将
沿着英雄的足迹，在危险与挑战面前迎难而上，全力以赴
守护万家灯火安宁，以实际行动慰藉英灵。”

“邱所长，我们并肩战斗了四年，我永远忘不了您对
我的帮助！”江汉区汉兴街姑嫂树社区干事李虎专程赶
来，送英雄最后一程。邱建军在姑嫂树派出所担任社区
民警时，带领他为群众解决了许多急难愁盼问题。“这种
精神会一直感染我、带动我，积极向上、甘于奉献！”

当天上午，湖北日报全媒体全程报道邱建军烈士
骨灰安葬仪式，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各地网友纷纷表
达对邱建军烈士的缅怀与崇敬之情。

“致敬战友，我必将在自己的岗位上完成自己的使
命！”

“警界精英，永载历史，烈士英魂永垂不朽！”
“英雄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事迹永在，让我们记

住他，怀念他！”

沿着英雄足迹前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洁 杨然
通讯员 胡子昂 实习生 卢奕涵

本栏摄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通讯员 应后威 战友抚摸墓碑上的邱建军照片，轻声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