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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发英雄烈士宣传平台、适时组织进行英烈事迹新闻发布、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史教育学习广泛进行英烈事迹学习宣传、

策划英烈宣传系列主题活动。

Abstract: Develop a publicity platform for heroes and martyrs, timely organize press releases on heroes and martyrs’ deeds, widely 
carry out learning and publicity of heroes and martyrs’ deeds through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nd plan a series of theme 

activities	for	heroes	and	martyrs'	propa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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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好英烈宣传教育工作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

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民主

革命以来约 2000 万名英烈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

现国家富强。毕生奋斗，英勇献身，他们的功勋彪炳史册。

弘扬英烈事迹和精神、建立民族自信、提升社会正气、为民

族复兴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社会飞速发展，西方价值观如

潮水般涌入。尤其青少年缺少艰苦成长环境的锻炼，危机感

不强，意识不到未来肩上的重任，所以增强青少年日渐模糊

的价值观是我们英烈宣传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近代抗日战

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很多令人感动的英雄烈士

事迹，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宣传，所以没有被大家熟知。在

全国党史学习教育的今天我们更应学习宣传弘扬英雄烈士

事迹及精神，学习他们伟大的品格，体会英烈精神中彰显出

的人格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价值的力量。

2 英烈宣传基本方式

2.1 宣传英雄烈士有法律保障

2017 年 12 月 22 日，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英雄烈士的历史功勋及纪念缅怀活动、

纪念场所及其维护要求、烈士褒扬和遗属抚恤优待等都将

有更加完善的法律规定，以法治捍卫英雄烈士尊严和合法权

益。《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一条：“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

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

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根据宪法，制定本

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一条就已经明确说明正面、积极宣

传英烈的法律意义。《英雄烈士保护法》第十八条：“文化、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信等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以

英雄烈士事迹为题材、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的优秀文学艺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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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出版物的创作生产和宣传推广。”和

第十九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互联网信

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播放或者刊登英雄烈士题材作品、

发布公益广告、开设专栏等方式，广泛宣传英雄烈士事迹和

精神。”[1] 明确了英烈宣传的方式方法是有法可依、有据可

循。也应在英烈宣传网站等媒体开辟法律解读栏目，宣传并

解读英烈保护法，法律条款也是英烈宣传之本。

2.2 用好各地区红色资源

利用好各地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及英烈纪念馆进行针对性

的属地英烈宣传。对英烈宣传有着地区性深远意义，对烈士

家乡及烈士生前战斗过的地方都是英烈精神的宣传主阵地。

一是各地挖掘红色资源。积极开展英烈事迹的抢救、征

集和研究工作，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准确把

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二是要着力打造英烈纪念馆精品展陈。科学制定英烈纪

念馆改陈布展规划，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

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生动传播

红色文化。

三是要强化教育功能。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

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和著名英烈，建设一批富有时代

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基地。

2.3 积极开展烈士寻亲活动

在革命战争年代，很多革命烈士为自己的坚定理想毫无

顾忌投身革命，有些革命烈士为不让家人担心隐瞒姓名参加

革命。牺牲时家人还一无所知。积极开展烈士寻亲活动是对

烈士最好的告慰，也是对烈士亲人最好的慰藉。做好烈士寻

亲就能形成宣传英烈事迹的良好氛围，促进英烈精神和红色

基因的传承。以往“为烈士寻亲”信息发布后，就会得到了

广大网友的积极响应，各类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转发等就会

形成一个强大的宣传态势，不仅让直接参与寻找者更好地了

解烈士的事迹，也让广大群众特别是烈士家乡的群众了解了

烈士的事迹，更让大家见证了国家对烈士的尊崇，从而更有

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烈的浓厚氛围，促进英

烈精神和红色基因的传承。

2.4 学校为载体对青少年定时定期开展英烈事迹宣

传活动

加强对青少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积

极设计和开展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定时定期组

织身体好、精力足军队离退休老干部演讲团走进校园向青少

年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向青

少年赠送英烈事迹书籍等校园活动。有助于青少年坚定民族

自信，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2.5 制作一批精良的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

英烈故事本身就有很强的可塑性，把英烈事迹精神艺术

化也是便于大众接受的最好形式。定期组织全省性征文摄影

及短视频比赛。让大众参与的同时也了解英烈事迹。投资制

作精良的影视作品或传播广泛的短视频也是更能弘扬社会

的正气体现。例如，组织致敬英雄征文摄影音乐相关比赛，

制作烈士纪念日、英烈保护法公益宣传片等。文艺作品出版

成书，影视作品和短视频上传网上。方便长期性留存。

2.6 召开会议及时推广英烈宣传的实践经验

各省褒扬纪念工作人员每年应组织开展对英烈宣传有关

会议，认真学习思路举措、组织开展的重大活动、创新取得

的经验成果。总结出一批先进做法和典型案例，供大家学习。

2.7 关心关爱烈士家属

使烈士家属感受到光荣。定期慰问走访烈士家属、邀请

参加庆典活动、邀请烈士家属重走红色革命路线等。一方面

能体现党和政府对烈属的关怀和温暖，另一方面也向全社会

营造崇尚英烈、学习英烈的良好氛围。

2.8 加强对英烈宣传的队伍建设及经费保障

①做英烈宣传工作，离不开专业的人才支撑。中国各地

都有英烈宣传的亮点，但从英烈宣传的方面看，人手新、编

撰能力不足的问题还普遍存在，距离高效、高质量英烈宣传

还有较大差距。各地应把有能力、想为英烈宣传工作的人员

配备到宣传岗位上来。

②做好英烈宣传工作也离不开财力支持，策划、活动，

确实需要一定的经费保障，这也是大家普遍反映的共性问

题。主要保证常态化英烈宣传工作经费和重大主题、重大活

动专题经费。

3 英烈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

3.1 开发英雄烈士宣传平台

设计开通英烈网站，建立微信小程序，电视专项栏目等，

把宣传阵地固定、夯实。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

杂志栏目是发布解读政策、推广工作经验、宣传英烈事迹的

重要载体。而我们跟要用好传播快、互动多、关注大、自媒

体比如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媒体平台。充分利用融媒

体手段、实行分众化、精准化传播形成宣传矩阵，大力弘扬

英烈精神。

3.2 利用主流媒体开展英烈宣传

充分利用新闻联播、电视节目、报纸等主流媒体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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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专栏，如“烈士纪念日各地区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活

动”“为烈士寻亲找到了亲人”“评定烈士的烈士”等以专题、

通信、消息等形式，发挥主流媒体宣传的普遍性、长期性，

有时能超越新兴自媒体。

3.3 适时组织进行英烈事迹及英烈故事新闻发布

对评定的烈士及烈士事迹及时进行新闻性报道，结合烈

士生前同事及烈属回忆的回忆录等节目，对英烈精神进行进

一步宣传，尤其是新时代的烈士为抢救国家财产、保护国家

荣誉光荣牺牲的新时代烈士，应大力宣传。

3.4 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教育广泛进行英烈事

迹学习宣传

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应结合学党史持续开展“讲好

英雄故事、传承英烈精神”主题活动，各地通过挖掘红色事

迹，弘扬英雄精神。从而对如何取得艰苦斗争的胜利有更深

的了解。将英烈事迹和精神融入党史学习教育，让英烈故事

成为党史教材。

3.5 策划英烈宣传系列主题活动

利用红色资源丰富厚重和英烈事迹突出的特色优势，每

年以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日、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抗美援朝纪念日等重要节点，尤其在 930 烈士日当

天及前一周进行深度宣传策划，推出系列宣传报道，为烈士

纪念日营造浓厚社会宣传氛围，现在国家组织的大型活动有

隆重迎接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全国红色故事英烈

讲解员大赛等活动不断提升英烈精神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让

全社会学习英雄烈士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3.6 创作与英雄烈士有关的文化艺术作品

围绕“致敬英雄烈士、学习英雄烈士”题材开展摄影、

书法、美术、音乐、等主题文艺作品和文学创作。组织策划

拍摄与英雄烈士有关微电影、纪录片、公益广告创作宣传活

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烈士主义精神。评选出一

批佳作出版成书、优秀影视作品上传网站都作为长期保存方

便后人学习。

4 结语

宣传弘扬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国立法基本要求也是中

华民族的自信，和弘扬社会正气的体现，但我们仍要拓展方

式方法、丰富内容体系，形成弘扬英烈事迹和精神的立体宣

传矩阵，切实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英烈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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