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老人在 10 余年的时间里，自筹
和协调政府部门投入资金 1300 余万元，
建起了 77 座抗联烈士碑、做了 82 场抗联
事迹报告会、挖掘整理了 100 多万字抗
联 事 迹 、 收 集 照 片 5000 多 张 、 资 助
1700 多名贫困儿童和孤寡老人。他就是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金春燮。7 月 8 日，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林
省军区作出关于授予金春燮同志“弘扬
抗战精神的楷模”荣誉称号的决定。

8 月 13 日，记者见到了金春燮。这
位 69 岁的朝鲜族老人精神头十足，个子
不高，黑黑的皮肤。熟悉他的人介绍
说，金春燮出生在黑龙江省海林，当时
家境窘迫，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因
此，他身上有着劳动群众的朴实无华，
常年穿着黄胶鞋到处奔波。1974 年退伍
到汪清县工作后，金春燮从最基层的工
人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做到汪清县委副
书记等职；2005 年退休后，任汪清县关
工委主任。

魂牵梦绕，只为给烈士树碑

金春燮的手粗大有力，脸上的皱纹
深沉有序，既有朝鲜族人的耿直，也有
汪清人的率真，一看就是个认“死理”
的老人。

采访是在赴抗日英雄童长荣烈士墓
祭奠的路上开始的，该墓离县城 25 公
里，进山道路复杂，只有去过几十次、
上百次的金春燮老人才能顺利找到合理
的路线。金老很专注地给司机指路，只
有到了比较平坦的大道，他才抽出空来
给记者讲了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说立碑的动机。这
并不是由来已久的计划，而是当关工委
主任时，我的工作要求对青少年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找什么载体呢？我就想到
了建烈士墓。”金春燮不无感慨地说：

“抗联最早牺牲的高级官员就是童长荣，
这位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27 岁英年早逝于
汪清，可他的墓碑只有 50 厘米高，墓地
就是个小土包，周围长满了杂草。”

为革命烈士树碑立传最大的困难就
是资金问题。金春燮去找有关部门，沟
通立碑的意义和目的，逐渐得到他们的
理解和支持；他也经常去找老部下、老
同事，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许多企业
也成为他争取资金的对象。

筹 到 了 资 金 ， 设 计 施 工 又 成 了 难
题。金春燮就边干边学，仅设计童长荣
烈士的半身雕像，就花费了好长时间。
这个难题日夜萦绕在他脑海里，直到有
次路过北京王府井，看到了百货大楼前
全国劳模张秉贵的雕像，他才有了灵
感，解决了这一难题。设计之后的建筑
施工也颇费周折，金春燮和附近村民苦
干了 3 天，好不容易建成了墓碑，没想
到第四天就倒塌了。专家分析说，墓碑
底座填充的是干沙，下雪受潮后，墓碑
底座就会胀开，致使墓碑倒塌。

金春燮又指着童长荣墓方砖拼接处
的一个小豁口，笑着说：“那时不懂怎么
修墓，不应该买方形砖，拼接起来不严
实，买梯形的才正好。”如今，童长荣烈
士墓经过县里较大力度的投入，已成为
比较完美的陵园，鲜花、松柏簇拥，庄
严肃穆。在介绍陵园时，他不时地说着
各个建筑的尺寸、内中的涵义、纪念的
意义，倍感自豪。

在修建革命烈士碑的那段时间，金
春燮得了丙型肝炎，治疗时要打抗干扰
素，整个过程很痛苦。金春燮每周打一
针，一直打了两年，每次注射完抗干扰

素，金春燮就会全身奇痒无比，整宿睡
不着觉，而且一闻到油腥味就想吐，吃
不下饭，下不了床。但是，他仍然坚持
立碑事业。汪清县委离退休党总支书记
张财说：“他打抗干扰素的钱相当于他
两年的工资，我让他向组织上提一提，
被他拒绝了，他说自己的事情不能麻烦
组织。”

2009 年，汪清县建县百年，在金春
燮的倡议下，县里修建了汪清革命英烈
墙。该墙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用他
的话说，“刻上简单的三个字，有了名
姓，影响的是三代人，影响的是全社
会，传递的是红色基因，这才能薪火相
传”。也有人提出，烈士墙不完整，于是
补上 30 多人，也从此开始了认证和查找
英烈的第二阶段。

找寻烈士后代，让英魂永驻

第二个故事，主题就是寻找。“寻找
烈士后代，通过他们来了解烈士的生
平、战斗的事迹。”金春燮说。

要给英雄写碑文、建纪念馆，就得
了解英雄的生平。金春燮翻阅了县里党
史资料，发现童长荣曾在多个省市县担
任过领导职务，想要收集整理其生平事
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再困难也得
完成，要让人们都记住英雄的事迹。”带
着这个念头，金春燮踏上了探寻之旅。
他先去了长春的东北三省沦陷纪念馆、
伪满皇宫，紧接着去了童长荣的出生地
安徽省枞阳县，找到了童长荣烈士的养
女童承英。他白天与童承英老人对话，
晚上就连夜把记录的笔记整理出来。

童长荣曾担任过上海市沪中区委书
记，金春燮就辗转去了上海。到达上海
时，已是晚上 8 点多，为节省费用，他
花了两个多小时找了一家小旅馆，等到
吃上当天的第一顿饭时，已是夜里 11 点
钟。第二天，金春燮找到了上海党史研
究室了解情况。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又
陆续去了合肥、南京、天津、大连等 8
个城市，行程达 2 万多公里。在历次寻
找中，金春燮最得意的收获就是找到了
童长荣的小学老师之子。这位老先生提

供了当年父亲奖励童长荣的一块歙砚，
成为现在童长荣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回
到汪清后，金春燮与两位作家一起，写
作出 《民族英雄童长荣》 一书。金春燮
说：“我不想让历史在我们这代断了茬，
更不想让抗联烈士变成‘无名烈士’。走
点路不算什么，能把烈士的事迹传下
去，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汪清县第二任县委书记金香河是金
春燮不辞辛劳苦苦查寻的第二个人。最
终，金春燮找到了他的孙子，建起了烈
士陵园。

金春燮查寻的第三位是抗日斗士金
锦女。又是一番波折，他找到了烈士的
亲妹妹。

此外，让金春燮难忘的是，他找到
了“四道河子惨案”幸存者、今年 87 岁
的赵月珍，她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
的历史见证人。

边学边用，苦攻建筑关

第 三 个 故 事 ， 建 设 烈 士 陵 园 、 墓
碑。“我当过文化局长，当副书记时分管
过很多经济部门，唯独没有干过建筑，
而为烈士树碑需要建筑方面的知识。”金
春燮遇到了难题。于是，他从零开始，
用啥学啥。为确认童长荣半身塑像的尺
寸和比例关系，金老拿报纸裁成不同的
尺寸贴在办公室的墙上，反复比量题字
的大小、结构，直到满意为止。他说：

“我自己设计塑像，一来是表达对烈士的
敬仰之情，二来也能节约不少设计费。”

2009 年 7 月，金春燮开始为国际主
义战士伊田助男立碑。他和另外两个老
同志一起，天不亮就去墓地清理杂草，
每天吃面包、泡菜，顶着 30 多摄氏度的
高温，坚持了 3 天，终于把草除完了。
可墓地所在地早已划拨给了当地农民，
为保住这块地，金春燮就去找村民协
商，村民说给日本人立碑坚决不行。金
春燮便回到县党史馆，把伊田助男的遗
书连夜印刷了 100 份分发给村民，告诉
村民伊田助男曾经为了帮助中国，把 10
万发子弹送给了游击队，自己却饮弹自
尽。最终，村民被打动了，不仅同意保

留那块地，还在施工时义务帮助金春燮
干活。金春燮说：“建伊田助男的墓碑就
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日本人面对这些
铁证，无法否认侵华历史；二是广大日
本人民还是爱好和平的。”

在 金 春 燮 的 努 力 下 ， 汪 清 县 目 前
形成了两条红色旅游路线：一条有着
小汪清抗日根据地遗址、小汪清惨案
纪念碑、东满特委当时的医院水井被
服厂印刷厂等遗址；另一条有着童长
荣烈士陵园和腰营沟、罗子沟两个抗
日根据地遗址。为让后人了解东北抗
联斗争的艰苦卓绝，亲身体验抗联战
士 们 的 “ 家 ”， 金 春 燮 建 了 4 个 密 营 。
密营是当时部队休整、粮食供给、伤
员疗养和后勤保障都需要的场所。它
是由原木累成的小木屋，里面只有一
个 破 旧 的 行 军 灶 和 一 张 干 草 铺 的 土
炕。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许多战士
和衣睡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金春燮在花甲之年还学会了用电脑
打字，每天凌晨 3 点起床写书。他先后
编写了 《不朽的丰碑》《汪清红色记忆》

《闪光的足迹》《战斗在白山黑水》 等
100 多万字的历史资料，他还办了不少
展览，创办了“汪清英烈网”。他曾资助
过的一个小姑娘肖秋琪说：“我去过金爷
爷办的抗战博物馆，没想到汪清这么小
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些展
览丰富了我的知识。”作为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主任，金春燮对不少困难学生
的教育很关心，10 年来他共筹措引进
250 多万元助学金，帮助 1700 多名贫困
生解了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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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人关注
如何吃得健康、放心，却面
临着健康食材不知何处寻
的难题。嗅到商机的 7 名青
岛农业大学毕业生，毅然辞
掉之前的高薪工作，在山东
省青岛市城阳区成立了“小
苹果快送网”，当起农产品
的“搬运工”。运营 4 个月以
来，快送网粉丝数已突破 2
万人，客户过千人，间接帮
助了 2000 户农民销售优质
农产品。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城
阳区城阳街道沟岔社区的

“小苹果快送”团队办公点。
当日 9 时许，团队成员

沙海壮和王鹏正忙着打包前
一天的订单，成员李玉祥则
逐个打电话确定订单内容和
送货时间。记者发现，在打
包桌旁的展板上，清楚标注
着当天需要送的订单数量、
订户住址和送货时间，“这些
订单我们今天会全部送到订
户家里。”小沙边忙边向记者
介绍，“每天早上天还没亮，
我们就到合作的农业基地提
货，7 点多回到城阳的大本
营后，后勤组的伙伴已经打
印出订单，接着便配货、包
装、派送，一直忙活到中午。
稍事休息，下午又得进社区、
搞推广，晚上回来还要整理
一天的订单和收获。”

团队现有 7 个人，沙海
壮等 4 人是最早的发起者。
之前，他们都在农资行业上
班，负责研发、销售和推广
工作，几乎每天都与农民和农作物打交道。他们在
工作中发现，有些优质农产品找不到销路。沙海壮
说：“去年，一位农户种了很多盆栽蔬菜，这种盆栽
蔬菜方便在家培植，特别绿色健康，可当时没有销
路。回想起那位农民坐在地头眼看着十几个大棚
的盆栽蔬菜卖不出去，只能一个劲儿抽烟，我心里就
很难受。”

“我们就想当农民伯伯的搬运工。”沙海壮说，
“我也来自农村，知道农民的不易。”于是，他和几个
小伙伴一起合计，怎样帮助这些农民把优质农产品
销售出去？恰好，一个朋友说自己有个软件在找项
目合作，大家一拍即合，决定搞“互联网+”。

“创业初始远比我们想象的困难，运作宣传都不
知从何下手。”沙海壮说，他们从发传单、贴海报做
起，有时在外面忙到晚上 9 点，回来还要修改后台、
联系进货，却根本没有订单。他们也曾到批发市场
等地找商户推广，效果也不理想。“后来我们就模仿
国外，穿着蜘蛛侠服装送货、扮成蜘蛛侠陪小朋友过
六一节。”沙海壮称，这样的方式拉近了与顾客的距
离，订单也随之增多。

在团队宣传了 3 周后，终于接到了第一单生
意。“那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从别人那里得知了
我们是大学生创业，很不容易，刚在网上下订单了，
买 4 个牛油果、1 斤山竹，我们当时特别激动。”沙海
壮和王鹏负责送货，上门才发现对方是一个 60 多岁
的阿姨。“她后来还在网上评价说产品很好、服务也
好，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沙海壮说。

接到的订单多了起来，但客户的重复购买率却
很低。“要让客户真正地看到产品才能赢得更多信
任，经过研究，大家决定与物业合作进小区搞试吃
活动。”但最初多次碰壁，让沙海壮的信心很受挫，

“联系第一个小区时，对方开出了很高的宣传费，我
们根本负担不起。后来联系到第二个小区，去了 3
次，对方最后还是拒绝了我。”说着说着，他的眼眶
有些泛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团队敲开了通
往社区的大门。现在，他们已经在 30 多个小区搞
过活动，客户订单越来越多，不少社区居民还和他
们成了朋友。

他们还根据从前工作积累下来的资源，确定了
七八个全国顶尖的高品质合作基地。“每个合作基地
我们都严格考察过，一定能确保我们的产品是安全
健康的。”沙海壮说，免费配送是他们团队成立之初
就定下来的规矩，尽管人手少、任务重，他们还是保
证所有产品当天配送、不留存货。

说到未来，沙海壮跟他的小伙伴们笑了笑，“现
在还是起步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稳扎稳打，保证顾
客良好的购买体验和对我们的信赖感。我们还会慢
慢延伸，做成整个岛城最好的健康农产品快送网。
我们还梦想着做岛城市民健康饮食的私人定制专
家，今后还要为每一位顾客建立起一份客户档案，根
据顾客的健康需要提供各种肉蛋果蔬等农产品”。

从大学生到农家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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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汪清县关工委主任金春燮致力弘扬抗战精神——

山中，那七十七座烈士碑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通讯员 杨珍珍

他靠一把剪刀“剪”开了幸福之门，
脱贫致富后，又帮助更多的人去“剪”幸
福路。他说：“大伙儿脱贫致富的越多，
我就越感到幸福！”他叫赵广智，人称

“剪刀哥”，是河南省沈丘县周营乡赵寨村
农民。

今年 61 岁的老赵从 1985 年开始与果
树打交道，他的果树修剪嫁接技术可是十
里八村出了名的，使用过的剪刀可装几麻
袋，剪掉的果枝能装几火车皮。

30 多年前，家境一贫如洗的赵广智,
为叩开幸福之门，几经“搜索”，最终把
目光锁定在了果树种植、嫁接剪修和果苗
繁育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痴迷于书
本学习和钻研，长期与郑州、山东等十几
个果树研究所“攀亲结缘”，并经常与县
林业局技术人员进行“切磋”，终于熟练

掌握了桃、杏、梅等 20 多种林果的培育
和管理技术。经他的剪刀“点化”的果
树，成活率、座果率高，再加上老赵好说
话，一请就到，“剪刀哥”老赵在当地的
知名度一路飙升。

近年来，随着农村农业种植结构调
整，林果产业发展颇为迅猛，不少农户把
村边、河坡和房前屋后的空地都种上了果
树，但由于农户们大都缺乏技术，普遍种
不好。这下，老赵闲不住了，在管好自家
果园的同时，经常带着他的剪刀，东家
指导剪枝，西家传授嫁接剪修，忙得不
亦乐乎。

近几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网络技术
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再加上果树品种不断
推陈出新，老赵认为，靠吃老本会被淘
汰 。 为 不 让 自 己 落 伍 ， 老 赵 开 始 “ 触

网”，在网上进修和深造，认真学习果树
栽培嫁接新知识。然而，正当老赵的事业
蒸蒸日上、幸福指数一路走高时，他却发
现找他帮忙的果农越来越少了，这让老赵
吃饭不香、睡觉不甜。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大伙儿见他
年龄大了，不收劳务费，便不忍心请他。

“原来是这么回事！”老赵的眉头又舒展开
啦，“收劳务费！路远的按 8 折收，路近
的 6 折收。”老赵的价格表一公布，来人
接踵而至。凭着一手绝技、怀着一腔热
情、揣着一把剪刀的老赵又忙活开了。一
年从头到尾，不论路远还是近，只要打个
电话、捎个口信，就是天再黑、路再滑，
老赵有求必应。

近年来，在老赵的带动和技术指导下，
周营乡及周边的付井、赵德营等乡镇新发

展果林面积 2100 多亩，果农 317 户，仅此
一项当地农民年增收 2000 多万元，带动
了 83个贫困家庭过上了幸福生活。

“老赵懂技术又阳光，怀揣剪刀走四
方 ， 辛 勤 剪 出 幸 福 路 ， 谁 不 夸 他 热 心
肠。”这是刘集村果农夏松柱的打油诗。

“疯长的果树，一见老赵的剪刀就得变老
实，老赵了不起！”东李营村果农李文华
俨然成了老赵的忠诚“粉丝”。

“俺没有那么神奇。”老赵并不满足于
乡亲们的称赞，而是琢磨着出炉新的帮扶
计划——招收弟子。经老赵精心选拔，首
批 10 名弟子在老赵的调教下，很快就能
独当一面了。如今，在周营、赵德营等周
边乡镇的田间小路上，在乡亲们的果园
里，随处都可看到老赵和他的弟子们忙碌
的身影。 文/王向灵 谢辛凌

果 园 里 的“ 剪 刀 哥 ”

图①图① 金春燮在介绍墓碑情况。

图②图② 金春燮（右）带领大家参观墓

碑。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