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和 国 不 会 忘 记
本报评论员

在全国人民欢庆共和国成立在全国人民欢庆共和国成立 6565 周年之际周年之际，，我们隆重纪念我们隆重纪念

在实现民族独立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艰苦奋斗中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艰苦奋斗中，，前仆前仆

后继后继、、壮烈牺牲的英雄们壮烈牺牲的英雄们！！

共和国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民族危亡的紧要关民族危亡的紧要关

头头，，一个个爱国志士挺身而出一个个爱国志士挺身而出、、奔走呼号奔走呼号，，全体中华儿女万众全体中华儿女万众

一心一心、、众志成城众志成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篇篇感天动地的壮烈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篇篇感天动地的壮烈

史诗史诗。。他们中间他们中间，，有吃枯草树皮仍顽强抗战的杨靖宇有吃枯草树皮仍顽强抗战的杨靖宇、“、“碧血染碧血染

将天地红将天地红””的巾帼英雄赵一曼的巾帼英雄赵一曼；；有在狱中坚持书写有在狱中坚持书写《《可爱的中可爱的中

国国》》的方志敏的方志敏、、在渣滓洞中英勇不屈的江姐在渣滓洞中英勇不屈的江姐；；有用胸膛堵住敌有用胸膛堵住敌

人枪眼的黄继光人枪眼的黄继光、、任凭烈火烧身坚毅不动的邱少云⋯⋯坚定任凭烈火烧身坚毅不动的邱少云⋯⋯坚定

的信仰的信仰、、不屈的意志不屈的意志、、滚烫的热血换来了民族的希望滚烫的热血换来了民族的希望。。一个个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倒下了鲜活的生命倒下了，，却支撑着国家和民族挺直了脊梁却支撑着国家和民族挺直了脊梁！！

在和平年代在和平年代，，一个个看似平凡的普通人也迸发出伟大的一个个看似平凡的普通人也迸发出伟大的

力量力量。。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奋不顾身的欧阳海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奋不顾身的欧阳海、、身受重伤仍身受重伤仍

奋力保障乘客安全的驾驶员吴斌奋力保障乘客安全的驾驶员吴斌、、将将 2424 岁生命定格在鲁甸地岁生命定格在鲁甸地

震灾区的谢樵⋯⋯解放军战士震灾区的谢樵⋯⋯解放军战士、、公安民警公安民警、、医疗人员医疗人员、、公务公务

员员，，乃至司机乃至司机、、保安等各行各业的人们保安等各行各业的人们，，继承英烈遗志继承英烈遗志，，在在

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无畏忘我无畏忘我、、舍生取义舍生取义、、视死如视死如

归归，，用生命铺砌共和国前进的基石用生命铺砌共和国前进的基石。。

““纵死侠骨香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不惭世上英”。”。自近代以来自近代以来，，约有约有 20002000 万万

名烈士为中华民族独立名烈士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人民幸福英

勇牺牲勇牺牲。。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英魂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英魂，，是我们应当永远敬是我们应当永远敬

仰的先烈仰的先烈。。再次聆听历史的声音再次聆听历史的声音，，我们仍能捕捉到千万英烈我们仍能捕捉到千万英烈

奋力呐喊的隆隆回声奋力呐喊的隆隆回声，，感受到他们矢志不渝感受到他们矢志不渝、、保家爱国的情保家爱国的情

怀涌动怀涌动。。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即使沧海变成桑田即使沧海变成桑田，，烈士的功烈士的功

勋彪炳史册勋彪炳史册，，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我们向所有在革命斗我们向所有在革命斗

争争、、保卫祖国战斗中壮烈牺牲的英雄致敬保卫祖国战斗中壮烈牺牲的英雄致敬，，向所有在社会主向所有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无畏献身的英雄致敬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无畏献身的英雄致敬！！

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开启开启，，这场这场““新战役新战役””的复杂性的复杂性、、艰巨性艰巨性、、紧迫性同样动人紧迫性同样动人

心魄心魄，，昭示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昭示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一代这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一代

人的重任人的重任，，注定了我们仍要迎难而上注定了我们仍要迎难而上、、英勇无畏英勇无畏、、敢于担敢于担

当当、、甘于奉献甘于奉献。。我们要从千万烈士生命凝结的英雄大义中汲我们要从千万烈士生命凝结的英雄大义中汲

取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取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

爬坡过坎爬坡过坎、、战胜艰险战胜艰险，，共同完成改革大业共同完成改革大业，，朝着中华民族伟朝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重庆红岩魂陈列馆重庆红岩魂陈列馆——

““ 红 岩 精 神红 岩 精 神 ””代 代 传代 代 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陆牧吴陆牧

在重庆在重庆，“，“红岩精神红岩精神””人人皆知人人皆知。。
99月月 2626日日，，秋雨绵绵秋雨绵绵，，重庆歌乐山脚下的烈士重庆歌乐山脚下的烈士

陵园显得格外庄严凝重陵园显得格外庄严凝重。。相隔不足百米的红岩魂陈相隔不足百米的红岩魂陈
列馆里列馆里，，400400 多张历史照片和多张历史照片和 100100 多件文物多件文物，，展示展示
着杨虎城着杨虎城、、叶挺叶挺、、江竹筠江竹筠、、罗世文罗世文、、车耀先车耀先、、陈然陈然
等一大批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爱国情怀等一大批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爱国情怀，，不少市不少市
民和游客正在这里瞻仰和学习民和游客正在这里瞻仰和学习。。

3131 岁的刘帅是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岁的刘帅是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
心的一名讲解员心的一名讲解员，，已在这里工作已在这里工作 1313 年年。。在他心在他心
里里，，红岩精神早已成为自己信仰的一部分红岩精神早已成为自己信仰的一部分。“。“人只人只
有献身社会有献身社会、、国家国家、、民族民族，，才能找到短暂生命的永才能找到短暂生命的永
恒意义恒意义。”。”他告诉记者他告诉记者。。

“‘“‘红岩精神红岩精神’’是革命志士对共产主义信念是革命志士对共产主义信念
执著追求的生动展现执著追求的生动展现。”。”刘帅介绍说刘帅介绍说，，在解放前的在解放前的
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两个特殊的战场上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两个特殊的战场上，，陈陈
然等一大批红岩英烈然等一大批红岩英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富富
贵不淫贵不淫、、威武不屈威武不屈，，为民主自由为民主自由，，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的解放
浴血奋斗浴血奋斗。。据了解据了解，，管理中心每年接待参观者达管理中心每年接待参观者达
600600 多万人次多万人次。。

说起革命烈士说起革命烈士““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许多人并不陌许多人并不陌
生生。。他原名宋振中他原名宋振中，，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 88
年年，，牺牺牲牲时时只有只有 99 岁岁，，是我国年龄最小的烈士是我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在在
红岩魂陈列馆二楼的展厅里红岩魂陈列馆二楼的展厅里，，陈列着陈列着““小萝卜头小萝卜头””当当
年在狱中使用过的黄泥粉笔年在狱中使用过的黄泥粉笔、、草纸做的作业本草纸做的作业本、、竹筷竹筷
子做的笔等学习用具子做的笔等学习用具。。听完讲解员讲述听完讲解员讲述““小萝卜头小萝卜头””

艰苦求学艰苦求学、、与敌人周旋的故事后与敌人周旋的故事后，，在场的参观者无不在场的参观者无不
感受到强烈的心灵感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震撼。。一名来自重庆璧山区的参一名来自重庆璧山区的参
观者对记者说观者对记者说，“，“小萝卜头小萝卜头””的故事对孩子太有教育的故事对孩子太有教育
意义了意义了，，今天的儿童生活得多么幸福今天的儿童生活得多么幸福，，能够坐在宽敞能够坐在宽敞
明亮的教室明亮的教室，，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文化知识。。而这一切而这一切，，正是无数革正是无数革
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长期以来长期以来，，重庆通过传承和发扬重庆通过传承和发扬、‘、‘红岩精红岩精
神神’，’，引导鼓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茁壮成长引导鼓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茁壮成长。”。”重重
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

““尽管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同了尽管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同了，，但红岩精神的但红岩精神的
确是我们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是我们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生动教材教育的生动教材，，是激励是激励 30003000 多万重庆人心系重多万重庆人心系重
庆庆、、建设重庆建设重庆、、实现梦想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梦想的强大精神动力。”。”

朱军介绍朱军介绍，，每逢纪念日每逢纪念日、、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
点点，，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都会组织开展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都会组织开展

““红岩精神代代传红岩精神代代传””主题教育活动主题教育活动。。此外此外，，该中心该中心
还在全市开展以还在全市开展以““红岩红岩——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为主题的为主题的

““五进五进””活动活动，，让红岩精神走进乡镇让红岩精神走进乡镇、、走进社区走进社区、、
走进企业走进企业、、走进学校走进学校、、走进军营走进军营。。目前目前，，已创建红已创建红
岩文化室岩文化室 2424个个、、周恩来班周恩来班 2828个个、、红岩班红岩班 3535个个，，并并
在机关在机关、、部队部队、、学校学校、、企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社区发展红岩社区发展红岩
志愿者志愿者，，迄今已有志愿者近迄今已有志愿者近 20002000人人。。

如今如今，“，“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已成为重庆的一个品牌已成为重庆的一个品牌。。
这个美丽的山城这个美丽的山城，，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灭的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灭的

““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吉林通化抗联烈士陵园吉林通化抗联烈士陵园——

弘 扬 正 气 六 十 载弘 扬 正 气 六 十 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己平李己平 通讯员通讯员 宋振宇宋振宇

1954 年，一座占地 18 万平方米的烈士陵园——杨
靖宇烈士陵园，在吉林通化市佟佳江畔、东山之巅宣告
落成。60 年来，一批又一批陵园管理人始终把“褒扬烈
士，教育后代”视为己任，丰富教育内容，革新教育手
段，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
革命传统教育，让这里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培育民族
精神的重要阵地。

吉林通化始终在发挥基地教育功能上做文章，开
展 了 丰 富 多 彩 、 独 具 特 色 的 系 列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 积
极 探 索 思 想 道 德 教 育 和 爱 国 主 义教育的新途径、新
方法。

为丰富烈士精神传承的载体，陵园组织部分研究抗
联历史的专家、学者，开展了“重走抗联路”的实践活
动，踏察了抗联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遗址遗迹，采访了
众多抗联老战士、支援抗联的老同志，相继搜集和整理
出 《抗日名将王凤阁》、《民族英雄杨靖宇》 等 50 余篇著
名烈士的传略文章。此外，陵园还先后与机关、部队、
企业等 50 多个单位形成了共建共育关系，并开展了“红
色故事进学校、进军营”和“小小讲解员”活动，让陵
园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为提高烈士教育的现实针对性，通化通过征集文
物，收藏了一大批有关东北抗联的史料文物和国家领导
人的题词、照片等珍贵资料，丰富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
馆的展陈内容。借力全国百家“红色旅游”景区的优
势，打破常规一凭吊、二瞻仰、三参观的祭扫模式，充
分利用杨靖宇将军诞辰日、殉国日和重大节日，组织开
展“靖宇精神在我心中”、“三代军人祭扫”和入党、入
团、入队、新兵入伍、老兵退役等各种仪式。据统计，
陵园自 1958 年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各界群众 500 多万
人次，成为培育民族气节、弘扬民族精神和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的红色阵地。

在纪念杨靖宇将军诞辰 100周年之际，通化还对陵园
进行大规模的维修改造和建设。在对划定的 18 万平方米
保护区进行总体设计和统筹规划的同时，投资 4000 多万
元，在保持陵园原貌的基础上，新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
馆，为这座英雄陵园注入了时代气息。

近 5 年来，陵园年接待各界参观人数就达 10 余万人
次。先后被国家、省、市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吉林省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国防教育基地”等。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

“ 老 区 精 神 ”永 不 忘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毛红平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这些英勇
的 烈 士 用 鲜 血 换 来 的 ！” 9 月 25
日，湖北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
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一名小学
生讲解员正讲述着先烈们的感人故
事。一旁听得入神的武汉游客潘晓
阳告诉记者：“我特意带孩子一起
来，让他了解革命历史。”

潘晓阳认真观看展室里的每一
项陈设，详细了解各部分的内容。
他还耐心地教着孩子当地脍炙人口
的铜锣谣 《黄安颂》：“小小黄安，
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黄冈市红安县，是一片红色

的沃土。在缔造共和国的峥嵘岁
月 里 ， 英 勇 的 黄 冈 儿 女 前 赴 后
继，铸就了“万众一心、紧跟党
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老
区精神。

据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
园管理处副主任高虹介绍，纪念园
主要纪念建筑物有“一碑、两场、
两园、五馆”，即黄麻起义和鄂豫
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广
场、英烈广场、将军墓园、老红军
墓园、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
历史纪念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
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董必武纪念
馆 、 李 先 念 纪 念

馆、红安将军馆。目前，已经与全
国 500 多家单位建立了共建关系，
平均每年接待观众近百万人次。

多媒体、电视墙、盲文导识、
语音自助设备⋯⋯记者看到，各个
纪念馆内设施先进，全方位、多视
角展示着当年那些荡气回肠的场
景。历史纪念馆中，设置了 《大别
山骄子》、《黄麻起义攻打黄安城战
斗图》 大型浮雕壁画，并复制、陈
列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列宁号”；人物纪念馆中，设立
了董必武、李先念、徐向
前 、

郑位三、吴光浩等老一辈革命家的
雕像。

“站在利用声光电多媒体再现
黄麻起义情景的幕布前，那一束束
火把，一阵阵枪声，仿佛把我们带
回当年的枪林弹雨之中，令人惊心
动魄。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燃
起了革命的烽火，用斗争实践形成
了永恒的精神。”来自湖北省直机
关的公务员涂峰感慨道。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
历史纪念馆，红四方面军“智勇坚定、
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军
训，也让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
教师陈杰感触颇深。“这样的精神，
一直以来都是党的优良传统，不论
是对革命斗争还是对经济社会建
设，都具有借鉴意义。”
陈杰说。

9 月 25 日，笔者再次驱车 100 多
公里来到山西省黎城县北部的大山
中。那一片叫宽嶂山的大山，与抗战
时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
县交界。抗日战争时，冀南银行所在
的小寨村就在宽嶂山沟口的对面。

进入两山夹峙的宽嶂圪廊，经过
当年八路军战士守卫的石头碉堡，再
沿着盘山小路来到只有十来户人家的
磨石村，这里是抗战期间“冀南银行”
印刷二队所在地。而在村外，就是无
名烈士墓了，它就修建在一条大山沟
里的平地上。墓中安放了十多具无名
烈士遗骨，四周群峰壁立，红叶霜染。
据了解，几年前，黎城县相关部门开始
在宽嶂山的大山里寻找无名烈士遗
骨，建起了如今的无名烈士墓。

据史料记载，1941 年 11 月，黄
崖洞兵工厂保卫战打响的同时，相隔
两条大山沟的冀南银行及其印刷一
队、二队也遭到了日本军队的围攻。

为保卫冀南银行的财产及印刷设备，
八路军二营一个连的战士与敌人在宽
嶂山展开周旋。不幸的是，八路军的
战士们被敌军包围，全部牺牲。战斗
结束后，大部分烈士的遗体被集中掩
埋，还有零星的烈士遗骨散落在大山
中。据了解，前些年，有宽嶂山村民
上山采药材时，发现了这些八路军战
士的遗骨。

2011 年 9 月 27 日，黎城县相关
部门和志愿者一行 30 多人，进山寻
找抗战烈士忠骨。

宽嶂山山大沟深，森林茂密，几
乎无路可走。据相关人士回忆，当时
几个向导砍掉到处缠绕的藤萝后，才
能前进几步，攀爬不多时便浑身都
是汗。石头上还布满了暗绿的苔藓，
稍不留神就会摔一跤。说实话，事先
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么艰难。整整
一天，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一行人
攀岩过岭，将搜寻到的无名烈士遗骨

用红布包裹好，小心翼翼地背下山。
从早上 7 点出发，到傍晚 6 点下山，
全体队员在大山中艰难地跋涉了近
11 个小时。直到天黑，搜寻队员才
返回磨石村。大家在村口将带回来的
烈士遗骨临时安顿好，并按照当地习
俗，燃香焚纸，点燃鞭炮。鞭炮声回
荡在宽嶂山中，久久不绝。

之后不久，黎城县掀起了为无名
烈士捐款修墓的活动。村民认为：

“烈士们为抗日把命都搭上了，咱才
能有眼下的好日子过，该为他们修
墓，让他们安息。”

在烈士纪念日到来之前，笔者
来到这里，伫立墓前，环顾壮美的太
行绝壁，一支雄浑的旋律仿佛又在耳
畔回响：“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
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
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

（本文作者系山西 《长治日报》
高级记者）

黝黑的皮肤、斑白的头发、朴
素的衣着，站在记者面前的杨吉山
老人敦厚朴实。作为一名烈士的后
代，他的神情中也隐约透露出一股
军人般的气质。

杨吉山所在的李家口村位于河
北省平山县下槐镇，距离革命圣地
西柏坡只有约 10 公里。革命战争
时期，这里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
许多有志青年参加了革命队伍。

年近古稀的杨吉山有点耳背，
但一听到别人提起父亲杨明秀烈士
的名字，他似乎就听得特别清楚。
他告诉记者，自己是家中独子，父
亲响应党的号召，在他出生仅 5 天
后就离开家乡光荣参军。没想到，
杨明秀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47
年初，晋察冀军区为打破国民党军

队对冀中和冀晋两区的封锁，发起
了保 （保定） 南战役。在攻打定县

（今河北省定州市） 县城时，杨明
秀不幸中弹牺牲。

杨明秀烈士牺牲的噩耗传回村
里后，日夜盼着丈夫归来的杨吉山
的母亲伤心欲绝，抱着两岁的小吉
山整日以泪洗面。因为过度怀念丈
夫，她茶饭不思，身体越来越差，
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不到一年
就撒手人寰。就这样，当时还不到
3 岁的杨吉山成了一名孤儿，跟着
奶奶和叔叔一家生活。

杨吉山说，国家和社会对军烈
属特别关心，“当时村里专门给山
上放羊的人办了个食堂，伙食稍微
好一些，大家就让我也去吃。”杨
吉山上学的费用也全部由国家承

担，老师也经常用父亲等先烈的事
迹激励他成长成才。杨吉山说，国
家一直没有忘记烈士遗孤，直到现
在还经常来慰问他。

父亲英勇顽强、舍生取义的精
神，一直让杨吉山感到骄傲。长大
后，杨吉山用辛勤的双手创造新生
活，只要是对群众有利的事情，他
都冲在前面。如今，他和老伴儿日
子平淡、幸福、快乐。

不过，有件事一直让杨吉山有
些遗憾，就是父亲牺牲时自己还不
记事，连父亲的样貌都不知道。父
母也没有留下照片，只有一张 《革
命烈士证明书》。好在村里的长辈
经常给他讲父亲的故事，还说他跟
父 亲 长 得 很 像 ， 让 他 稍 感 宽 慰 。

“ 几 十 年 了 ， 我 经 常 在 梦 里 见 到
他，感觉他离自己并不远。”杨吉
山说，正是千百万像父亲这样的烈
士奋斗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
活，我们要倍加珍惜，让烈士精神
代代相传。

上世纪 80 年代，一部 《高山下的
花环》 曾点燃无数国人的爱国热情。但
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的主角梁三喜的
原型，是来自贵州省威宁县海拉乡一位
名叫王发坤的烈士。

王发坤 1968 年 4 月入伍，后任某炮
兵连副连长，1979年 2月 17日在对越自
卫反击战中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
士”并记二等功。

1974 年初，28 岁的王发坤与同村
22 岁的李金花结为夫妇。1978 年初，
王发坤准备转业，还在家乡联系好了工
作单位。但 1978 年 11 月，部队接到战
斗任务，正在修房子的王发坤被召回部
队。领导征求他的意见：“现在国家要
打仗，需要军官，尤其是需要炮兵干
部，你能不能放弃转业？”王发坤说：

“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党培
养多年的老兵，我义不容辞。”

这一去，竟成了永别。对于王发坤
上前线的决定，他的家人毫不知情。他
们满心欢喜等待着王发坤转业归来，却
等来了他牺牲的消息。

1979 年 5 月，一位战士翻山越岭来
到李金花家里，留下了王发坤被追认为
烈士的证明书，以及部队、县民政局和
县武装部送来的 1000 元抚恤金。“不是
说好要转业的吗？”李金花难以接受丈
夫牺牲的事实，随后的 1 个多月，李金
花每天牵着两个儿子的手，坐在村口眺
望，祈盼王发坤突然从大山的转角处大
步走来。但只见青山转，不见亲人归。

1980年，部队把王发坤的遗物——
一块手表寄到了李金花手中，她终于相
信丈夫已不在人世的事实。李金花清楚
记得，自己那天买来肥皂，把表带里的
泥土和血迹全部洗净，“这是他留下的
惟一的东西，也是我要用一辈子保护的

宝贝”。
记者在王发坤家中看到，那块手表

至今还走着。李金花和儿子的思念也像
这块手表一样，30余年从未停歇。

据王发坤烈士的战友回忆，王发坤
在交诀别书的时候还留下了一封遗书。
上面写到，如果他牺牲了，希望妻子改
嫁，同时用他的抚恤金还债。尽管丈夫
在遗嘱中有着这样的嘱托，但李金花却
从未有过这种念头，她靠着惊人的坚韧
和执着，撑起整个家庭。当时，家人不
知道王发坤葬在何处，直到看见营长李
金明的来信，才知道烈士都被葬在云南
省屏边县烈士陵园。2010 年 5 月，在王
发坤战友及好心人士的帮助下，王发坤
的家人来到了这片他长眠的土地⋯⋯

李金花告诉记者，她们一家人过得
很好，“只是经常在梦中见到他，真的
很想他”。

99 月月 2424 日日，，秋高气爽秋高气爽。。山东诸城枳山东诸城枳
沟镇北杏社区的王尽美故居内沟镇北杏社区的王尽美故居内，，栽满苍栽满苍
松翠柏松翠柏，，幽雅整洁幽雅整洁。。走进故居走进故居，，迎面王迎面王
尽美烈士的画像令人肃然起敬尽美烈士的画像令人肃然起敬。。北杏村北杏村
第六任党支部书记高成玉介绍说第六任党支部书记高成玉介绍说，，王尽王尽
美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美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也是中
共北杏村的第一任书记共北杏村的第一任书记，，虽然他离开了虽然他离开了
我们我们，，但是但是““尽善尽美为人民尽善尽美为人民””的的““尽尽
美精神美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却永远激励着后人。。

一件件实物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一幅幅图片，，带记者带记者
回到当年那峥嵘的岁月回到当年那峥嵘的岁月。。王尽美为党的王尽美为党的
事业英勇奋斗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鞠躬尽瘁，，献出了他献出了他 2727
岁的生命岁的生命。“。“他留下来的他留下来的‘‘尽美精神尽美精神’，’，
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凭着这股精我们凭着这股精
神神，，把他当年在任时的理想一步步变成把他当年在任时的理想一步步变成
了现实了现实。。如今的北杏村如今的北杏村，，9090%%以上的社以上的社
区居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区居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户均年收户均年收
入接近入接近 99万元万元。”。”高成玉说高成玉说。。

在城区的王尽在城区的王尽美烈士纪念馆美烈士纪念馆广场广场
上上，，老师和学生们正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老师和学生们正在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育。。诸城府前街小学校长苏茂山告诉记诸城府前街小学校长苏茂山告诉记

者者：“：“每年每年 99月小学新生入学后月小学新生入学后，，我们都会我们都会
组织全体新生到王尽美烈士纪念馆举行组织全体新生到王尽美烈士纪念馆举行

‘‘继承先烈遗志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发扬革命传统’’的宣誓的宣誓
活动活动，，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育，，树立树立远大志向远大志向。”。”

在纪念馆的展厅里在纪念馆的展厅里，，6868 岁的老党员岁的老党员
王顺志指着墙上的图片王顺志指着墙上的图片，，边走边对边走边对 55 岁岁
的小孙子王欣桐说的小孙子王欣桐说：“：“这就是年轻时候这就是年轻时候
的尽美爷爷的尽美爷爷。。桐桐桐桐，，你要记着他是咱们你要记着他是咱们
的革命英雄的革命英雄。”。”欣桐跟着爷爷欣桐跟着爷爷，，看得认看得认
真真，，听得专注听得专注。。王顺志说王顺志说：“：“我每年国我每年国
庆节前都会到这里来看看庆节前都会到这里来看看，，今年国家设今年国家设
立了烈士纪念日立了烈士纪念日，，更得来看看这些先烈更得来看看这些先烈
们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他们为革命是他们为革命
抛头颅抛头颅、、洒热血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幸福生活。”。”

诸城市诸城市委书记陈汝孝告诉记者委书记陈汝孝告诉记者，，为为
弘扬弘扬““尽美精神尽美精神”，”，诸城每年都会在全市诸城每年都会在全市
各级党组织中开展一次各级党组织中开展一次““学党史学党史、、知党知党
情情、、报党恩报党恩””学习实践活动学习实践活动；；组织广大党组织广大党
员参观一次王尽美烈士纪念馆员参观一次王尽美烈士纪念馆，，重温入重温入

党誓词党誓词；；组织各级党组织召开一次以组织各级党组织召开一次以““传传
承先烈精神承先烈精神，，实现率先突破实现率先突破””为主题的民为主题的民
主生活会主生活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在王在王
尽美烈士精神感召下尽美烈士精神感召下””的主题征文活动的主题征文活动；；
组织市直部门组织市直部门、、单位广大党员开展一次单位广大党员开展一次
志愿者服务进社区活动志愿者服务进社区活动。。

据记者了解据记者了解，，诸城发扬诸城发扬““尽美精尽美精
神神”，”，发动党员干部对照老一辈革命家发动党员干部对照老一辈革命家
的群众工作法宝的群众工作法宝，，寻找差距寻找差距，，反思工反思工
作作，，形成了形成了““尽善尽美为人民尽善尽美为人民””的工作的工作
机制和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机制和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尽美尽美
精神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具有恒久的魅力，‘，‘尽善尽美尽善尽美’’
不仅是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不仅是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更是工作更是工作
标 准 和 工 作 追 求标 准 和 工 作 追 求 ，， 只 有 以 此 为 标 准只 有 以 此 为 标 准 ，，
才能真正让群众满意才能真正让群众满意。”。”陈汝孝说陈汝孝说。。

99 月月 2525 日日，，江西省广昌县驿前镇贯江西省广昌县驿前镇贯
桥村高虎脑山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庄严桥村高虎脑山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庄严
肃穆肃穆。。碑前碑前，，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神色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神色
凝重凝重，，久久地注视着碑文久久地注视着碑文，，嘴里喃喃自嘴里喃喃自
语语：“：“今天我再来向您问声好今天我再来向您问声好，，祖国没祖国没
有忘记你们⋯⋯有忘记你们⋯⋯””

这位老人是广昌县赤水镇杨坊村的这位老人是广昌县赤水镇杨坊村的
红军烈属谢兴帮红军烈属谢兴帮，，今年今年 7878岁的他说起话岁的他说起话
来声音响亮来声音响亮。“。“我叔叔谢细佬就是在附我叔叔谢细佬就是在附
近牺牲的近牺牲的，，当时他只有当时他只有 2424 岁岁。”。”谢兴帮谢兴帮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他父亲和叔叔都参加了革他父亲和叔叔都参加了革
命命。。叔叔奋勇杀敌叔叔奋勇杀敌，，立了不少功立了不少功。。有一有一
次次，，在高虎脑附近的中寺村游击战斗在高虎脑附近的中寺村游击战斗
中中，，他不幸被子弹击中左脚踝骨他不幸被子弹击中左脚踝骨，，流血流血
过多而牺牲过多而牺牲。“。“临牺牲前临牺牲前，，他还叮嘱我他还叮嘱我
父亲要坚持革命战斗父亲要坚持革命战斗，，好好活下去好好活下去，，红红
军 一 定 会 回 来 建 设 新 中 国 的军 一 定 会 回 来 建 设 新 中 国 的 ！”！” 说 到说 到
此此，，谢兴帮声音哽咽谢兴帮声音哽咽，，老泪纵横老泪纵横。。

据了解据了解，，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峥嵘岁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峥嵘岁
月里月里，，广昌县发生的大小战役无数广昌县发生的大小战役无数，，全全
县有县有 11..5454 万人参加了红军万人参加了红军，，22 万人参加万人参加
了地方革命武装了地方革命武装，，为革命捐躯者数万为革命捐躯者数万
人人。。其中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有有名有姓的烈士有 33513351人人。。

““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你们你们
要好好读书要好好读书，，长大了要做对国家有用的长大了要做对国家有用的
人人。”。”99 月月 2424 日日，，在广昌县驿前镇敬老在广昌县驿前镇敬老
院院，，8484 岁的红军烈属廖成松一边为驿前岁的红军烈属廖成松一边为驿前
镇南坊小学学生讲述红军革命战斗的故镇南坊小学学生讲述红军革命战斗的故
事事，，一边勉励他们要好好传承红军精一边勉励他们要好好传承红军精
神神，，争当三好学生争当三好学生。。

廖成松说廖成松说，，他的父亲叫廖学洪他的父亲叫廖学洪，，母母
亲 叫 陈 宝 秀亲 叫 陈 宝 秀 。“。“ 母 亲 在 世 时 告 诉 我母 亲 在 世 时 告 诉 我 ，，
19311931 年年，，父亲才父亲才 2323 岁岁，，就和同村青年就和同村青年
杜家兵杜家兵 （（音音）） 一起参加了革命一起参加了革命。。当时我当时我
才才 11 岁岁，，哥哥也只有哥哥也只有 44 岁岁，，母亲跟着父母亲跟着父
亲亲，，一路上用箩筐挑着我们兄弟俩一路上用箩筐挑着我们兄弟俩，，帮帮
忙做后勤工作忙做后勤工作。。遇到打仗遇到打仗，，母亲如果顾母亲如果顾
不上我们俩不上我们俩，，就把我们放在乡下外婆家就把我们放在乡下外婆家
里里。”。”老人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老人一边说一边比划着。。

19331933 年年，，廖学洪在石城县高田乡石廖学洪在石城县高田乡石
子排路上被敌机扔下的炸弹击中牺牲子排路上被敌机扔下的炸弹击中牺牲，，

年仅年仅 2525岁岁。。红军从广昌撤往瑞金后红军从广昌撤往瑞金后，，陈陈
宝秀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家里宝秀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家里。“。“解放解放
前夕前夕，，我和哥哥继承父亲的志向我和哥哥继承父亲的志向，，一起一起
当了兵当了兵。。后来后来，，哥哥去了朝鲜战场哥哥去了朝鲜战场，，我我
因为体检没过关而退伍回了乡因为体检没过关而退伍回了乡。”。”说到说到
这这，，老人一脸的惋惜老人一脸的惋惜。。

廖成松廖成松 6262岁时岁时，，被政府安置到镇敬被政府安置到镇敬
老院老院，，管理敬老院老人们的伙食管理敬老院老人们的伙食。“。“我我
现在过得很充实现在过得很充实，，每天种种每天种种
菜菜、、养养猪养养猪，，为大家讲讲红为大家讲讲红
军革命故事军革命故事。”。”他说他说，“，“苏区苏区
振兴发展这两年振兴发展这两年，，家乡变化家乡变化
可大了可大了，，党和国家没有忘记党和国家没有忘记
我们我们，，我也要趁着身子骨还我也要趁着身子骨还
能动能动，，多为国家奉献一点余多为国家奉献一点余
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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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雄 父 亲 从 未 远 离
—访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烈士遗孤杨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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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山 有 幸 埋 忠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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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左图 江西广昌江西广昌廖成松老人为驿前镇南坊小学学生讲述红军战斗故事廖成松老人为驿前镇南坊小学学生讲述红军战斗故事。。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中图中图 99 月月 33 日日，，在重庆红岩博物馆的广场上在重庆红岩博物馆的广场上，，重庆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纪重庆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纪

念活动念活动。。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潺潺摄摄

右图右图 游客参观湖北红安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参观湖北红安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 汪金元汪金元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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