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孙后代都不能忘恩”

祖孙三代义务守护烈士墓八十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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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祭拜者纷至沓来。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位于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这里是全国最大、最早的红

军烈士陵园，里面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
从1935年到2022年，从最开始的35亩核心墓区到如今的350亩陵园，当地村民王建刚一家三

代义务守护着陵园，他们见证了陵园大大小小的历史变迁，但不变的是对这份情谊的世代守护。

“各位烈属，这里就是朱仁新烈士
安葬的地方。”4月2日，清明节前，在
攀枝花盐边县烈士陵园，一场跨越数
千里的“云端代祭扫”服务正在进行。

当手机屏幕点亮时，志愿者们缓缓
走到朱仁新烈士墓前，献鲜花、擦墓碑，
祭奠这位在剿匪战役中牺牲的英烈。手
机那头，远在上海的朱仁新的妹妹朱素
娥、外甥胡劲松的眼角泛起了泪花。通
过视频连线，他们与失联60多年的亲人

“相见”，了却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愿。
从上海到攀枝花，2500公里的距

离，烈士“离家”整整64年。“我的妈妈
朱素娥一直在苦苦守望，就是期待有
一天能找到我舅舅的安葬地，了却外

公外婆的遗愿。谢谢你们，
帮我们找到了亲人。”胡劲松
说，亲人一直没有放弃对朱

仁新烈士的寻
找，“这次在退
役军人事务部
烈士寻亲政府
公共服务平台
发布寻亲申请

后，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结果。由于
疫情原因，没能亲自来攀为舅舅祭扫，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远程代祭扫服务。”

朱仁新烈士的家乡在上海市宝山
区（原属于江苏省宝山县），1951年入
伍后，他曾担任步兵0509部队二分队
准尉事务长，荣获三等功一次。1958

年6月10日，在盐边县温泉乡剿匪战
斗中光荣牺牲。此次攀枝花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和盐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通
过一场“云端代祭扫”服务，帮助朱仁
新烈士一家隔空“团圆”。

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寻亲政府公
共服务平台上线后，今年四川省共收到

烈士寻亲申请582条，由攀枝花市落实
寻亲任务的有213条，其中寻找烈士安
葬地信息210条、寻找烈士亲属信息3
条。通过梳理分析和多方查找、核实、
比对，朱仁新、黄友琪两名烈士经确认，
现安葬在攀枝花市盐边县烈士陵园。

“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省烈保中
心的大力支持下，从确定朱仁新烈士安
葬在攀，到找到烈士在上海的亲人，我
们只用了不到一天时间。”盐边县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胡正春说，4月1
日，他们积极与烈属沟通，并为烈属提
供“云端代祭扫”服务，寄托哀思。

目前，共有751名烈士长眠在攀枝
花，其中，在剿匪战役中牺牲的有263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有32名，在成
昆铁路建设中牺牲的有317名，在攀枝花
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牺牲的有139名。“为
烈士寻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
继续坚持下去，不放弃任何一名烈士，为
他们寻亲，带他们回家。”攀枝花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胜永说。
江潇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周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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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攀牺牲60多年的烈士终与亲人“相见”

坚守诺言
义务守护陵园四十载

2022年清明节前夕，记者在川陕
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见到了王
建刚，这位古稀老人正端坐在烈士墓
碑旁，静静地看着前来祭拜的人们。

王建刚的父亲王成现是陵园的第一
代义务守墓人。1981年，王建刚从病重
的父亲手中接过扫帚，向父亲承诺会继
续守护陵园，而这一守，便是将近40年。

前几年，王建刚又将守护陵园的
接力棒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们。

“以前住得近，每天早上六点多起
了床就会来，到了陵园天都还没亮，中
午会再来一次，下午也要来看一次。
后来住远了，过来（到陵园）要走五十
分钟，我就每天五点多起床到这里
来。”王建刚说。

最初，王建刚的妻子并不理解，让
他忙完农活再到周围找点零工做补贴
家用，等闲下来之后再去打扫陵园。
但在王建刚的劝说下，看守陵园的事
不仅没有落下，而且一家人都会在闲
暇时到陵园做做杂事。

王建刚40多岁时，一次做农活时
手脚受了伤，从此便落下残疾，但他仍
然坚持每天去陵园里转转，看看有什
么需要做的。

后来，虽然年纪越来越大、家到
陵园的路程也变远了，但王建刚对陵
园始终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感情，“现
在没事就会让儿子带我过去看一眼，

隔几天不去看一眼，心里就不舒服，
空落落的。”他说。

错过北上
他的父亲成为第一代守墓人

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从王建刚
口中讲出，却变成了再平凡不过的
事情。王建刚用“住在陵园附近的
一个普通村民”来介绍自己，在他眼
里，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小事。而为
何要守护陵园？这就要从他的父亲
王成现说起了。

王建刚告诉记者，父亲之前不识
字，甚至连自己的生日都不清楚，

“大约在他八九岁时，红军来到通
江，他崇拜红军，就参加了童子团。”
王建刚说。

父亲曾告诉王建刚，那时的他站过
岗、放过哨，往战场送过信，也曾亲眼见
到战士的伤口化脓溃烂……但这些都
让年幼的他坚定了跟着红军走的念
头。可红军离开时他正外出送信，回到

驻地后却发现红军已经走了两三天了。
“红军走后，父亲很难过，但是他

心中仍然思念红军，于是就来到了这
里（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扯
扯草、扫扫叶子。”就这样，王成现成了
陵园第一代义务守墓人。

承诺传递
三代人接力守护

1981年，王成现病危，王建刚正式
从父亲手中接过扫帚，成了陵园的第
二代守墓人。直到现在，王建刚仍然
记得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他们是我们
的恩人，我们要把这里守护好，子孙后
代都不要忘恩。”

王建刚说，他也经常和儿子们讲，
虽然这些红军烈士不是亲人，但一定
要把他们当作亲人对待，要把守护这
里的责任世代传下去。

王建刚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影
响了他的后辈。“让我感到欣慰的是，
我的三个儿子都愿意来到这里（守
护）。”他告诉记者。

清明期间，王建刚每天都待在陵
园，看到从各地赶来祭拜先烈的人们
来来往往，笑意爬上了他的眼角。他
说：“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清明，是附
近的学生和老百姓来祭拜（烈士），后
来慢慢就变成了全县、全市、全省、全
国（的人来祭拜）。现在，祭拜的人越
来越多了，他们都没有忘记我们这片
红色土地上的忠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苟春

小学生祭拜先烈。

没事时，王建刚总会到烈士陵园转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