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旗招展，英雄的故事里

充满了泪水和感动

他们把热血洒在大地

将生命之花，浇得火红

那些不屈的脊梁

高昂的头颅

多么令人景仰

现在，由我描述过去

未来，由你迎接黎明

陈 赫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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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江西于都县禾丰镇尧口

村朱焙灿烈士墓前，前来祭扫的群众整

齐列队。他们神情凝重，为烈士献上鲜

花，低头深切缅怀。当地村民尹善祥，

向大家分享了家里几代人守护朱焙灿

烈士墓的故事。

这是一场历经 90 多年的“接力守

护”，是一场崇尚英烈、致敬英烈的红色

传承。

在 尹 善 祥 家 客 厅 的 墙 壁 上 ，一 幅

“我的红军太爷爷朱焙灿”的简笔画，与

尹 善 祥 孙 子 尹 志 清 的 奖 状 挂 在 一 起 。

正在上初中的尹志清说：“从小，爷爷就

经常告诉我，朱焙灿连长高大威武，打

仗很勇敢，要我把朱焙灿连长当作自己

的太爷爷。”

故 事 要 从 中 央 苏 区 第 三 次 反“ 围

剿 ”胜 利 后 说 起 。 1931 年 10 月 ，红 三

军 团 在 于 都 县 禾 丰 镇 整 编 ，军 团 第 1

师 、第 2 师 部 分 队 伍 到 禾 丰 地 区 宣 传

发 动 群 众 打 土 豪 分 田 地 ，帮 助 群 众 建

立 苏 维 埃 政 权 ，当 地 的 土 豪 劣 绅 闻 风

而逃。时任第 5 团机枪连连长的朱焙

灿 ，带 着 全 连 战 士 来 到 尧 口 村 土 围 组

驻扎。

当时，土围组有 200 余名村民，仅尹

氏族人就有 16 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

尹善祥的祖父尹星阶是位私塾先生，对

红军非常拥护。听说红军来了，为逃避

土豪劣绅迫害而带着家人躲到山洞里

居住的尹星阶，喜出望外，带着家人连

夜回到家里，把房间清扫干净，地上铺

好稻草，热情邀请朱焙灿和战士们住在

他家。

红 军 在 尧 口 村 宣 传 发 动 群 众 ，打

土 豪 分 田 地 ，消 灭 白 色 据 点 ，建 立 了

尧口乡苏维埃政府。尹星阶家的房屋

内 外 也 写 满 了 标 语 ，内 容 有“ 建 立 全

国 苏 维 埃 中 央 政 府 ”“ 建 立 工 农 兵 的

政 府 ”“ 打 土 豪 分 田 地 ”“ 红 军 是 工 农

的军队”等。

那段时间，尽管工作训练很紧张，

但朱焙灿仍带领战士们利用休息时间

帮尹星阶家干农活。尹星阶和朱焙灿

都有文化，两人有共同语言，常彻夜长

谈，结下了深厚友谊。

两 个 月 后 ，红 军 队 伍 准 备 离 开 。

临 行 前 一 天 ，大 家 将 用 过 的 皮 箱 、油

纸、雨伞、棉被、棉衣、饭盒等物品，赠

送 给 了 乡 亲 们 。 那 晚 ，朱 焙 灿 与 尹 星

阶 相 约 ，等 革 命 胜 利 后 再 相 见 。 朱 焙

灿提出将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木箱送给

尹星阶。小木箱长 45.5 厘米、宽 13 厘

米、高 10 厘米 ，里面有 2 层 ，两侧配有

提 手 ，外 面 包 着 真 皮 ，两 头 还 钉 了 铜

钉，内衬樟木板，精致小巧，既可以放

置 一 些 贵 重 物 品 ，又 可 以 当 枕 头 使

用。尹星阶说什么也不肯收。朱焙灿

告诉他：“你是私塾先生，这两件物品

你用得上，千万别跟我客气，就当是我

们 这 段 时 间 住 在 你 家 ，对 你 家 的 一 点

补偿吧。不然，我心里会不安的。”说

完，朱焙灿将物品放在床上，上前紧紧

拥抱尹星阶后，转身离开了。

部队出发不久，便遇到了敌军。在

战斗中，朱焙灿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9

岁。

噩 耗 传 来 ，尹 星 阶 无 比 悲 痛 。 红

军 战 士 遵 照 朱 焙 灿 的 遗 愿 ，将 他 的 遗

体抬回尹氏宗祠的后山。乡亲们与红

军 战 士 一 起 把 他 安 葬 在 后 山 上 ，没 有

立墓碑，也没有文字记载，只用 3 块大

石头摆在坟墓上做记号。尹星阶跪在

朱焙灿的墓前，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

要 守 护 好 朱 焙 灿 的 墓 地 。 此 后 ，每 年

清 明 ，尹 星 阶 都 会 带 着 家 人 去 给 朱 焙

灿扫墓。

尹 家 与 朱 焙 灿 烈 士 的 深 厚 情 谊 ，

延 续 到 尹 善 祥 这 一 辈 ，已 是 第 三 代 。

年 幼 时 ，尹 善 祥 拿 着 木 炭 在 家 里 写 满

红 军 标 语 的 墙 上 乱 涂 乱 画 ，被 父 亲 尹

扬 珍 严 厉 地 教 育 了 一 番 。 有 一 年 清

明 ，尹 扬 珍 带 尹 善 祥 去 给 朱 焙 灿 烈 士

扫墓。尹善祥问：“为什么年年都要来

这里扫墓？”尹扬珍严肃地说：“咱们的

好 日 子 是 先 烈 们 用 生 命 换 来 的 ……”

从那时起，谨遵先辈教诲，“崇敬拥戴

红军将士、守护朱焙灿烈士墓”深深刻

在了尹善祥的心里。

尹扬珍还专门新增了两条家规：一

是红军留下的标语，是红军为穷人谋幸

福的见证，非常珍贵，一定要保护好；二

是每年清明节，全家人要去给朱焙灿烈

士 扫 墓 。 经 济 条 件 允 许 时 ，要 修 缮 墓

地，立好墓碑，并想办法跟朱焙灿烈士

的家人联系上，让他落叶归根。

尹善祥牢记父亲的话，每年清明节

都 会 带 全 家 人 去 给 朱 焙 灿 烈 士 扫 墓 。

如今，这份责任又延续到了他的孙辈尹

志清等人身上。

现在，尹善祥虽不住在老屋，但他

常 常 要 去 老 屋 看 看 红 军 标 语 是 否 完

好。2018 年，老屋被划定为于都县文物

保 护 单 位 ，来 这 里 参 观 的 游 客 多 了

起来。

谈 起 朱 焙 灿 烈 士 ，尹 善 祥 动 情 地

说：“90 多年来，我的家人一直有个心

愿，希望能找到朱焙灿烈士的家人。我

们也一直在打听、寻找。遗憾的是，直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也

不知道他家人的信息。”

去年，于都县人武部、县历史博物

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禾丰镇政府等

部门专门组织人员现场查看了朱焙灿

烈士墓地，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制订修

缮方案。干部、民兵、退役军人和尹氏

族人纷纷义务帮工，赶在清明节前，将

朱焙灿烈士的墓地修缮好了。

于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郭小文说：

“寻找烈士后人，是我们的光荣使命，更

是责任担当。下一步，我们将开展‘为

烈士寻亲’活动，发动社会各界力量，让

安葬在于都的烈士早日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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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90载的“接力守护”
■肖力民 丁良跃

那天，汽车缓缓地行驶在安静的乡

间小路上，车轮碾过地上的落叶，发出阵

阵脆响。这宁静而美好的场景，却依然

无法抚平军嫂曹永鸿内心的波澜。半个

小时前，她和丈夫肖超挽救了一个宝贵

的生命。

这天，曹永鸿一家三口驾车回农村

老家探亲。途经一个池塘时，发现路边

聚集着几个村民，人群中传来焦急的呼

喊声：“快来人啊，有人落水了！”

夫妇俩迅速下车。只见一辆面包车

侧翻在池塘里，车身正渐渐被水淹没。

从大家口中得知，司机仍被困在车内，生

死未卜。

“你照顾好女儿，我下去救人。”肖超

一边说，一边迅速脱下外套。

“你千万要小心。”曹永鸿紧张地嘱

咐。她深知，丈夫作为军人，救人义不容

辞。她也明白，自己是一名护士，此刻必

须保持冷静，才能为丈夫提供支持。

时间紧迫，肖超跳入水里，奋力游到

面包车旁。他小心翼翼地在车辆侧面移

动，发现难以打开车门后，用力踹碎车

窗，钻入车内。随着肖超进入车内，面包

车剧烈地晃了几下，眼看就要完全沉入

水中。

“爸爸！爸爸！”年幼的女儿看到这

一幕，吓得大哭起来。

“宝贝，别怕，相信爸爸。”曹永鸿努

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一边安慰女儿，

一边用颤抖的手拨打急救电话。接着，

她动员周围的村民清理岸边杂草，为顺

利救援创造条件，并拍摄视频记录现场，

为后续交警分析案情提供证据。

安排好一切后，时间仿佛变得无比

缓慢，曹永鸿的心揪得紧紧的……

经过漫长的等待，肖超用双腿紧紧

夹住司机，艰难地爬出车窗，浮出水面。

见到丈夫的那一刻，曹永鸿心里的

石头终于落下了。她长舒一口气，又看

了 看 欢 呼 雀 跃 的 女 儿 ，泪 水 不 禁 掉 了

下来。

这时，村民们纷纷上前帮忙，把肖超

和昏迷的司机拖上岸。

“你休息一会儿，接下来交给我。”曹

永鸿对肖超说。她冷静地检查司机的身

体状况，迅速为他清理口鼻，进行心肺复

苏。司机逐渐恢复意识，呼吸也渐渐平

稳。救护车到来后，夫妇俩将司机送往

医院，经过一番抢救，司机终于脱离生命

危险。

那天，在确认司机平安无事并配合

交警完成调查后，曹永鸿夫妇俩垫付了

医药费，便默默离开了。事后，那名司

机通过交警联系到曹永鸿。为了表达

感 激 ，司 机 特 意 到 肖 超 所 在 单 位 送 去

锦旗。

不久后，在单位年度表彰大会上，

肖超和曹永鸿站在舞台上，与官兵分享

了他们并肩“战斗”的故事。在热烈的

掌声中，这对年轻的夫妻紧紧握住彼此

的手。

并
肩
﹃
战
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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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风

情到深处

美丽军嫂

家 人

“远远睡了没？”结束工作后，武警

某部中队长拓亮亮像往常一样，拨通了

妻子张玉卓的视频电话。

“爸爸，你为什么不回来陪我……”

电话那头，还没休息的儿子拓修远嚷嚷

个 不 停 。 拓 亮 亮 一 时 间 不 知 该 怎 么

接话。

“远远，时间不早了，先去睡觉吧。”

张玉卓轻声提醒孩子。儿子离开后，她

宽慰拓亮亮：“儿子生日快到了，又怕你

不能按时休假，所以一晚上闹个不停。

你安心工作，我们等你回来。”

看 着 善 解 人 意 的 妻 子 ，拓 亮 亮 心

底 涌 上 阵 阵 温 暖 。 这 些 年 ，家 里 大 大

小 小 的 事 情 ，都 是 妻 子 在 操 心 。 孩 子

突 发 肺 炎 需 要 就 医 、母 亲 患 病 需 要 长

期 照 顾 …… 家 里 每 次 遇 到 坎 儿 ，妻 子

都默默冲在前边。

张 玉 卓 是 真 正 到 过 军 营 后 ，才 对

爱 人 的 职 业 有 了 更 深 的 理 解 。 那 年 ，

张 玉 卓 攒 了 满 腹 委 屈 ，带 着 不 满 周 岁

的儿子去部队探亲。本以为一家三口

能 好 好 团 聚 ，结 果 拓 亮 亮 白 天 扎 在 训

练 场 ，晚 上 要 工 作 到 深 夜 …… 回 到 老

家 后 ，张 玉 卓 默 默 做 了 个 决 定 。 她 关

掉 了 经 营 多 年 的 广 告 店 ，抱 着 儿 子 随

军 来 到 爱 人 驻 地 。 一 家 三 口 团 聚 那

天，她对拓亮亮坚定地说：“你安心工

作，我来守护咱的家。”

由于有熟练操作各种制图软件的

经验，张玉卓在中队官兵制作展板时提

供了很多帮助。逢年过节，中队官兵的

餐桌上少不了张玉卓做的热气腾腾的

油 泼 面 。 大 家 打 心 眼 里 感 谢 这 位“暖

心”军嫂。

逐渐适应家属院生活的张玉卓，后

来还给刚随军的军嫂们当起了“向导”，

带领大家尽快开始新生活。前不久，因

孩子教育问题，警士厉亚坤的妻子胡艳

与婆婆有了分歧。带兵多年的厉亚坤，

虽然做战士思想工作有一套，可夹在母

亲与妻子间却有些为难。让他没想到

的是，婆媳俩的“思想工作”，让住在同

一单元的张玉卓做通了。

拓亮亮记得，支队有一回组织家属

参观军营。张玉卓对讲解员讲的装备史

很有兴趣。她说：“军嫂关心、热爱国防，

才能更懂军人的家国情怀！”妻子那源于

心底的理解与支持，触动了拓亮亮。

马上就是儿子远远的生日了。拓

亮亮记得，家里“愿望墙”上，贴着许多

花 花 绿 绿 的 便 笺 纸 ，上 面 写 满 了 远 远

的愿望：逛游乐园、看小动物、吃冰激

凌……等休假回家，他和张玉卓要对照

这些纸条，带远远去实现愿望。一家三

口踏青，也是妻子的愿望。想到这里，

拓亮亮嘴角漾起幸福的笑容。

于无声处见温情
■曹世凯 胡点点

那晚，我静静地坐在窗前，翻看了珍

藏 30 多年的百余封家书。这一封封家

书，是我与亲人间的情感纽带，是我思念

故乡和亲人时的心灵寄托。

1993 年，我参军入伍，家书成了我

与家人联系的主要方式。每次收到家

书，我都非常激动，有时还会与战友分

享。家人写给我的信，内容涵盖“报国”

“学习”“友爱”“感恩”等，字里行间充满

了家国情怀。在我汇报军营生活后，父

母来信：“不要挂念家里，为国为民去争

光……”当我分享取得的进步后，父母

来信：“愿儿在部队好好干，保持优良作

风……”当我告诉他们调整岗位后，家

人来信：“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兢兢业

业把工作干好……”重读家书，我的心

头涌起阵阵感动。这些家书，给我带来

温暖和力量。

在 20 多 年 的 军 旅 生 涯 中 ，我 有 6

位 亲 人 先 后 离 世 。 爷 爷 离 开 时 ，他 在

病床上仍挂念着我。奶奶、外婆、三姐

去 世 时 ，我 还 在 上 军 校 。 为 了 不 耽 误

我的学业，家人选择对我隐瞒。事后，

大 姐 在 信 中 这 样 说 ：“ 当 时 ，我 们 考 虑

再 三 ，觉 得 在 信 中 还 是 先 不 写 这 些

事。告诉你，只会让你伤心难过，学习

还会分心……”父母先后去世，我虽然

赶回了家，却还是没能见上他们最后一

面 。 每 每 想 起 这 些 ，我 的 心 就 非 常 沉

重。重读家书，看着那些熟悉的笔迹，

我眼前浮现出亲人们慈祥的面庞和温

暖的笑容，不由得泪水涟涟。

“工作之余，要抽出时间学习。”父

母在信中这样提醒我；“祝你在自己的

节 日 里 开 开 心 心 、欢 欢 乐 乐 。”有 一 年

建 军 节 前 ，弟 弟 来 信 ；“ 愿 你 走 四 方 心

想事成，走天下鹏程万里……”我考上

军 校 后 ，姐 姐 特 地 到 县 电 视 台 为 我 点

播 了 歌 曲《走 四 方》…… 家 书 字 字 句

句，饱含关爱之情，我被亲人们真挚的

心意深深感动着。

这些家书，记录着我的成长历程，也

承载着家人对我的关爱和支持。它们让

我读懂了很多道理，如爱党报国、勤奋努

力、懂得感恩、善待他人、做一个对国家

和社会有用的人……这些历久弥新的家

书，永远是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下图：作者韩秀斌的部分家书。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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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左图：：尹志清画的红军烈士朱焙灿的简笔画尹志清画的红军烈士朱焙灿的简笔画。。

上图上图：：朱焙朱焙灿送给尹星阶的木箱灿送给尹星阶的木箱。。该木箱在一次该木箱在一次

洪灾中被洪水浸泡过洪灾中被洪水浸泡过，，因此有些破损因此有些破损。。 肖洲华供图肖洲华供图

家庭 秀

清 明 节

前，陆军某部

组织官兵及家属走进烈士

陵园，缅怀英雄先烈。图为

干部杨士超给女儿杨月霆

讲述英雄孟祥斌的故事。

聂旺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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