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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清晨，朝阳洒在云南省禄劝

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鲁筷村金钟山

上，一排排苍翠的松柏蒙上一层金色

面纱。

年近九旬、头发有些花白的白品

柱 ，像 往 常 一 样 ，沿 着 青 石 板 路 拾 级

而 上 ，与 儿 子 白 正 文 、孙 子 白 超 磊 来

到 山 腰 的“ 红 军 洞 ”烈 士 陵 园 祭 拜 。

这 里 ，已 经 修 缮 一 新 。 清 除 杂 草 ，擦

拭墓碑……这样的守护，他们一家四

代已坚持 89 载。

“ 从 记 事 起 ，母 亲 就 常 带 我 去 祭

拜，给我讲‘红军洞’的故事，她总说从

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白品柱一边轻

轻擦拭墓碑，一边低声说，“她对红军

有很深的感情……”

1935 年 5 月，红军长征途经禄劝县

九 龙 镇 一 带 。 村 里 乡 绅 土 豪 惧 怕 红

军，四处散播红军的谣言，不少村民受

了蒙骗，纷纷躲进山里。白品柱的母

亲王福英那年 35 岁。胆大心细的她发

现，红军与她此前见过的军阀截然不

同：他们个个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不

仅不欺压百姓，还将地主的粮食分给

群众，谁家穷就多分点。她与村里几

名妇女因为帮红军缝补粮袋，还收到

衣食作为谢礼。受红军影响，王福英

同母异父的弟弟曾存德和村里另外 5

个小伙也参加了革命队伍。

临别之际，王福英心中五味杂陈，

她用扁担挑水候在路边，招呼红军喝

口水再走。一名红军干部见王福英衣

衫破旧，光着脚一趟趟为红军送水，非

常感动，便拿出一对银耳环硬塞到王

福英手中说：“大嫂，这个您收下，换点

钱补贴家用。”说完，他大步追赶部队

去了。

在当地百姓和船工的帮助下，红

军 昼 夜 渡 江 ，摆 脱 了 敌 军 的 追 堵 拦

截 。 留 下 养 伤 的 21 名 红 军 战 士 来 不

及转移，不幸被俘。面对严刑拷打，他

们宁死不屈。气急败坏的敌人将他们

押往金钟山落水洞，将两名红军战士

推入百米深洞。其余红军战士见状，

高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纵身

一跃，跳入深洞，英勇就义。此后，当

地百姓都称此洞为“红军洞”，并在“红

军洞”边建起衣冠冢和纪念亭。

“1944 年，舅舅从河北完县（今顺

平县）寄回过一封信，从此杳无音信。”

白品柱叹了口气说，“母亲把那对银耳

环，用红绸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珍藏在

箱 底 。 即 使 日 子 再 苦 ，她 也 没 舍 得

卖。”1975 年，国家征集红军长征实物

时，王福英将珍藏了 40 年的宝贝捐赠。

1992 年，王福英去世。临终前，她

握着儿子的手，反复叮嘱：“一定要常

去‘红军洞’看看，他们是为了我们牺

牲 的 ，和 你 舅 舅 一 样 ，都 是 我 们 的 亲

人 。”就 这 样 ，白 品 柱 接 过 守 护 之 责 。

一有空，他就去除草培土，每逢清明、

春节等重大节日，他会带着儿孙前去

祭奠。几十年来，不论刮风下雨，定期

祭拜牺牲在此的红军烈士，已成为白

品柱生活的一部分。

“ 过 去 ，上 山 只 有 一 条 崎 岖 的 羊

肠小道 ，来回得花 2 个多小时。退休

后 ，在 县 文 化 馆 支 持 下 ，我 张 罗 着 修

了一条 3 公里的青石板路 ，从山脚直

达‘红军洞’。上山方便了，去的人也

多了，我就想着，不能只是打扫卫生，

还要给大伙讲讲烈士故事，传承英烈

精神……”退休后，白品柱自告奋勇，

成 为 一 名 义 务 宣 讲 员 。 为 了 深 入 了

解这段历史，他跑遍云南省多家档案

馆 、纪 念 馆 和 图 书 馆 查 询 相 关 资 料 。

如 今 ，白 品 柱 年 岁 已 高 ，但 讲 起 红 军

英 勇 奋 战 的 故 事 仍 难 以 抑 制 心 中 的

情感。

“近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红色

教育，每年来‘红军洞’祭奠烈士的人

越来越多。看我忙不过来，儿子白正

文主动加入，也成了义务宣讲员。”白

品柱告诉记者，去年，在各级政府的努

力下，21 名红军英烈的遗骸从深洞中

迁出，安葬在新落成的“红军洞”烈士

陵园。白正文陪着父亲一起探察山前

山后，帮助规划设计绿化方案，与陵园

工作人员一起挥锹抡镐、栽植松柏、种

花种草。

“当年牺牲的烈士中，不少人连姓

名都没有留下。遗骸迁出后，相关技

术部门对遗骸进行比对鉴定，有了一

些新线索。”白正文告诉记者，这些年，

他为了帮烈士找到亲人，一共寄出 70

余封信件，“我知道那种心情，一直没

有舅姥爷的下落，父亲心里总有一块

空落落的。”

如今，“红军洞”烈士陵园已成为当

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清明，不少

附近的学生和干部群众会自发前来扫

墓。白品柱隔几天就去陵园看看，在新

建成不久的“红军洞”烈士纪念馆内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去不放心，去了

才踏实，觉也睡得好。”白品柱说，“只要

我能走得动，我就要为烈士做点事，把

红军长征的故事讲下去，把不畏生死、

敢于牺牲的英烈精神传下去。”

左上图：白 品 柱 擦 拭 红 军 烈 士

墓碑。 张 军摄

云南省禄劝县鲁筷村白品柱一家人接续守护烈士墓89载—

守一方墓 续一生情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军

济南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

强化官兵法规意识
本报讯 谭乐帅报道：5 月中旬，山

东省军区济南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组织

条令法规考试，两名成绩不合格者被通

报批评，限期补考。年初以来，该所借助

“学法规、用法规、守法规”活动，坚持抓

日常工作秩序、抓日常作风养成、抓日常

生活规范，通过开展队列训练、军容风纪

检查、安全隐患排查等活动，帮助官兵强

化法规意识，守好思想底线。

辽宁省盖州市人武部

抓实民兵党建工作
本报讯 卢延国、丁长辉报道：近

日，辽宁省盖州市人武部借助当地相关

部门组织党员干部培训之机，将市基干

民兵连预建党支部成员和专武干部全部

纳入培训范围。培训内容包括理论辅

导、业务教学、案例分析和讨论交流等，

旨在帮助基层民兵丰富知识、拓宽思路，

同时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培养一批党建

“明白人”。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召开武装工作例会
本报讯 张子龙报道：近日，黑龙江

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武部召开武装工作例

会，各乡镇（街道）武装部长汇报工作、人

武部领导进行讲评，分管武装工作的常

务副区长就如何抓好民兵训练与参会人

员展开讨论交流。年初以来，该区通过

落实武装工作月例会制度，先后解决民

兵器材库建设不达标、民兵专业训练骨

干少等 10余个难题。

四川省阆中市人武部

组织民兵扑灭山火
本报讯 刘波、杨敏报道：5月 16日，

接到地方火灾支援请求，四川省阆中市

人武部迅速组织多个乡镇民兵应急排参

与灭火救援。针对火灾现场地势陡峭、

杂草较多、风向多变的实际，民兵分组协

作，清草砍树形成隔离区，使用灭火工具

逐片扑打，待明火扑灭后对暗火进行拉

网式排查。当天下午，火情得到控制，未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本报讯 赵长鑫、特约通讯员苗

翔报道：“雨夹雪、气温 2 摄氏度，高

速正常通车，路面无冰雪。”初夏傍

晚，西北高原寒风刺骨。乌鞘岭护路

藏族民兵连队员贾昂先加登上海拔

3000 多米的观察哨位，向辖区交警

汇报道路交通实况。

乌鞘岭位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

治 县 ，平 均 海 拔 3500 余 米 ，气 候 恶

劣，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河西走

廊的门户与咽喉，连霍高速、兰新铁

路 等 多 条 交 通 要 道 贯 穿 其 中 。 自

1950 年起，天祝县乌鞘岭民兵连就

驻守在乌鞘岭村，长期担负兰新铁路

及周边沿线守桥护路任务，素有“铁

道卫士”美称。

“ 接 过 前 辈 旗 帜 ，站 上 大 山 哨

位。”贾昂先加向笔者介绍，为赓续光

荣传统，去年 12 月，甘肃省委、省政

府和省军区联合为全省 16 支红色民

兵示范分队进行命名和授旗，乌鞘岭

护路藏族民兵连就是其中之一。

命名授旗后，该县人武部组织民

兵连聚焦道路巡逻、支援保障等职

能，以现有基干民兵为主体，专业对

口普通民兵为补充，吸收周边乡镇护

路养路、道路抢修、车辆驾驶等专业

人员，形成“指挥部+分队+点位”的垂

直指挥架构，队伍面貌焕然一新。

编实是前提，建强是关键。针对

民兵队伍中少数民族队员占比较高

的实际，人武部遴选少数民族干部、

民兵教练员担任组训骨干，组织编写

藏汉双语《道路巡查检修》《公路突发

情况处置》等 10 余份民兵专业课目

教案，专门制作《高原民兵耐寒耐氧

组训指南》教学微课，教案课程形象

直观，为科学组训、规范组训作出有

效探索。

与此同时，他们还与辖区驻军部

队、高速交警大队等结成帮训对子，

结合民兵轮训备勤等时机，邀请专业

教员来队帮训指导，选派民兵骨干到

挂钩单位跟班作业。民兵连军事训

练计划显示，道路警戒、物资抢运、被

困人员转运、次生灾害防护等应急课

目训练占施训内容七成以上。

笔者翻开民兵分队的巡逻地图

注 意 到 ，哨 位 均 位 于 大 山 的 褶 皱

中。贾昂先加告诉笔者，虽然现在

有摄像头、大气监测站等科技监测

设备，但每周的人工采集工作依然

是获取详细数据、判断险情的重要

依据。无论天气如何恶劣，地势多

么陡峭，队员们都会义无反顾地挺

进大山、爬上哨位，接续守护河西走

廊的“生命线”。

“这是一支拉得出、用得上的民

兵队伍。”谈起乌鞘岭护路藏族民兵

连，天祝县安远镇党委书记史大维回

忆，今年初，天祝县迎来一场暴雪，道

路积雪严重，大量车辆滞留。安远镇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该民兵连迅

速集结，协助公安交警做好交通引

导、道路除雪、分发物资等服务，高效

处置各类道路险情，给现场军地领导

和群众留下深刻印象。

据了解，下一步，该县人武部将

按照“边建边用、边练边备”原则，为

民兵连配置巡逻无人机、铲雪车等应

急救援装备，加强与驻军部队、道路

交警等相关部门的挂钩联训，不断提

升民兵连队员能力素质，着力打造乌

鞘岭上的民兵钢铁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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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疆军区某边防连联合辖区派出所，对辖区边境实施常态

化巡逻管控。

图①：联合巡逻分队在界碑前宣誓。

图②：联合巡逻分队为界碑描红。

狄 凯摄

本报讯 周莎梅、汤继平报道：“感

谢您的调解，帮我们解决了问题，我们

又能继续合作了。”近日，江西省永丰县

恩江镇八一居委会退役老兵严检生通

过背对背协商的方法，顺利化解一起债

务纠纷。如今，老兵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帮助化解矛盾纠纷，在永丰县已是

常态。

近年来，永丰县创新践行“枫桥经

验”，军地联合从基层武装部、法院、公

安、退役军人服务站等部门抽调工作人

员 ，在 各 乡 镇 民 兵 连 设 立“ 群 众 说 事

室”。自创立以来，群众议事活动每半

月一次，活动以“拉家常”的形式将村民

聚到一起，不拘形式，不限地点，大家用

聊天的方式，你一言我一语讲述最近村

里的问题、邻里的矛盾，用“小板凳”解

决村民麻烦事。

每个“群众说事室”配有一名说事

员，说事员主要由退役军人担任，在听

取民众诉求、收集社情民意、宣传法律

政策、调解矛盾纠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为更好地解决矛盾纠纷，说事员专

门建立民情家庭档案，详实记录每户家

庭的人员构成、生产生活状况等信息，

方便了解群众诉求，努力实现“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石马镇层山村村民郭圆圆因邻居

扩建厨房挡住自家侧门外道路，与邻居

发生争执。老兵调解员郭卫东得知后，

详细询问事情经过并实地查看。经过

多次沟通，邻居表示愿意再修一条小路

供郭圆圆及家人出行，从而化解矛盾纠

纷。恩江镇胡家坝村是个老村落，村口

的公厕因年久失修部分墙体倾斜。村

民肖根龙去“群众说事室”反映情况，没

多久，村里就建起新公厕，还翻修了道

路……

“自村里成立了‘群众说事室’后，

我们遇到问题就跟村里的老兵说事员

反映，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解决问

题可麻利了！”说起村里设立的“群众说

事室”，前来办事的村民陈付秀不由竖

起大拇指。

目前，该县已设立 217 个“群众说

事室”，收集意见建议 1200 余条，化解

矛 盾 827 起 ，帮 助 群 众 解 决 问 题 620

余件。

江西省永丰县设立“群众说事室”

“小板凳”解决村民麻烦事
①①

②②

近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办，800余名退役军

人及军属参加，550余人现场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柴小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