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烈士“同龄”：英雄，我想对你说

2025年清明节前夕，“我与烈士同龄：英雄，我想对你说”主题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这项由共青团中央联合退役
军人事务部发起的活动，鼓励青年通过书信、短视频、朗诵等形式，向与自己同龄的革命烈士表达敬意与心声。活动聚焦那些
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年轻烈士，如刘胡兰、陈延年、李大钊等，他们以青春热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献出生命。通过“同
龄”视角，活动拉近了青年与烈士的距离，激发了新时代青年对英雄精神的共鸣与传承。活动启动仪式于3月30日在北京人
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青年志愿者和社会人士参与。仪式上，大学生代表宣读了致敬烈士的公开
信，表达了对英雄的崇敬与继承遗志的决心。活动以“同龄”为切入点，鼓励青年查找与自己同龄烈士的事迹，撰写书信或录
制视频，诉说对英雄的感悟。仅活动启动一周，线上平台收到的书信和视频投稿就超过10万件，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的浏
览量突破5亿，网友纷纷留言：“英雄虽逝，精神永存，我们要用行动告慰你们！”活动中最感人的部分，是青年们通过书信
与烈士的“对话”。一位来自山西的18岁大学生小李，在书信中向同为18岁的刘胡兰致敬：“刘胡兰姐姐，你在铡刀面前
喊出怕死不当共产党，让我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把你的精神传递给更多孩子。”刘胡兰，19
32年出生，1947年牺牲时仅15岁，她宁死不屈的形象深深震撼了同龄青年。另一位22岁的上海青年小张，写信给1
927年牺牲的陈延年：“陈大哥，你22岁为革命献身，我22岁在追逐梦想。你的信念让我明白，青春要有担当，我会努
力为社会多做贡献。”这些书信通过活动官网和短视频平台传播，感动了无数网友。活动还结合党史教育，组织青年参观烈士
纪念馆和革命遗址。北京的李大钊纪念馆、广州的银河烈士陵园、山西的刘胡兰纪念馆等地迎来了大批青年参观者。在李大钊
纪念馆，一位大学生志愿者朗诵了李大钊的遗言：“我为中国革命无罪，我为共产主义奋斗至死！”现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据统计，活动期间，全国烈士纪念设施接待青年游客超300万人次，同比增长20。许多青年表示，通过实地探访，他们更
加理解烈士们的牺牲精神，也对新中国来之不易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创新融入了科技元素。主办方推出“
烈士寻亲”小程序，青年可通过平台查询烈士信息，了解他们的生平与事迹。部分地区还运用AR技术，复原烈士牺牲时的场
景，如松骨峰战斗、渡江战役等，让青年沉浸式感受历史。一位参与AR体验的南京大学生表示：“仿佛穿越时空，看到志愿
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冲锋，我更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此外，活动还鼓励青年创作短视频，讲述烈士故事。截至4
月5日，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相关视频播放量累计达3亿次，话题“我与烈士同龄”冲上热搜榜首。活动的社会影响远超预
期。专家指出，“我与烈士同龄”活动通过情感共鸣和现代传播手段，让烈士精神与青年群体紧密连接，成功将红色教育融入
日常生活。一位党史学者表示：“烈士们用生命书写了信仰，我们的青年通过活动感受到这份力量，这不仅是缅怀，更是精神
的传承。”活动还带动了志愿服务热潮，全国高校和社区组织了“致敬烈士”公益活动，如为烈士墓地清扫、为烈属送温暖等
，累计参与志愿者超50万人。从烈士的视角看，这些年轻英雄的愿望简单而伟大：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例如，
李大钊在1927年牺牲时年仅38岁，他的愿望是“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延年22岁牺牲时，坚信“革命
一定会成功”。这些愿望如今已化为现实，而新时代青年的书信与行动，正是对烈士遗志的最好回应。一位参与活动的90后
教师表示：“烈士们的青春定格在革命岁月，我的青春要用来建设祖国，这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我与烈士同龄：英雄，
我想对你说”不仅是一场缅怀活动，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书信中的真情流露到纪念馆里的庄严肃穆，从短视频的创意
传播到志愿服务的身体力行，青年们用自己的方式向烈士致敬，也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汲取力量。活动主办方表示，将持续深化
这一品牌活动，计划在2026年推出“烈士精神进校园”项目，通过更多创新形式，让红色基因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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