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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初，甘肃前进牧业科技公司的

技术人员来到陈宗新所在的龙渠乡新

胜村，面对面为养殖户传授养牛技巧。

这样的帮扶，缘自两位“陇人骄子”年初

的约定。

“我听了你们一家四代守护红军墓

的事迹，非常感动。今天，我和你要结

为帮扶对子，你继续守好烈士墓，我带

领大家致富。我们互促共进 ，共同发

展。”1 月 22 日，获评 2021 年度“感动甘

肃·陇人骄子”的张掖市甘州区长安镇

前进村党委书记、甘肃前进牧业科技公

司董事长马志祥载誉归来，第一时间来

到同样获得这一殊荣的龙渠乡新胜村

村民陈宗新家，将甘州区委、区政府慰

问他的 1 万元慰问金赠予陈宗新。

原来，马志祥与陈宗新在领奖途中

相识，一路谈感受、吐心声，两人聊得很

投缘。得知陈宗新一家四代接力守护

烈士墓的事迹，马志祥久久不能平静，

萌发了与陈宗新结成帮扶对子、共同发

展的美好心愿。

今年 55 岁的马志祥在各级的支持

下，成为前进村的致富带头人。他先后

荣获“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十佳农民”“全国农村扶贫导师”“甘

肃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奉献奖）”等荣

誉。2021 年，他荣膺“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在陈宗新家中，马志祥与其深情交

谈，就下一步互相帮扶计划进行深入讨

论。“现在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大力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我不但和你结为帮扶对

子，还要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马志

祥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今后，我要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带头

作用，带动村里的养殖户向马书记学习

取经，争取把日子过得更红火。同时，我

要再接再厉，做好自己的事，把红色精神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陈宗新兴奋地说。

陈宗新家门外，远处的祁连山白雪

皑皑，高大巍峨；住宅旁，龙渠烈士陵园

绿树成荫，环境静谧，见证了甘州两位

“陇人骄子”结对帮扶的温馨时刻。

“你守烈士墓，我带领大家致富”
——甘肃省张掖市两位“陇人骄子”结对帮扶传佳话

■马岳荣

8 月 1 日清晨，58 岁的村民陈宗新

带着女儿陈梦雪，来到甘肃省张掖市

甘州区龙渠烈士陵园扫墓，祭拜安葬

在这里的红军烈士。这样的守护，陈

宗新一家四代已坚持了 85 年。

走进陵园，青砖地面干净整洁，四

周松柏郁郁葱葱，正中央一座纪念碑

巍然耸立，碑上“红西路军烈士永垂不

朽”10 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一束束

鲜花整齐摆放在碑前。

紧挨着陵园有一个独立的农家小

院，是陈宗新的家。陈宗新拿出一张

有些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村民坐在

一起听一位老人讲述。陈宗新介绍，

照片记录的是，自己的父亲陈榆林正

在给村民讲西路军故事的情景，这也

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照片。每逢重大节

日，一家人总要拿出来看看，共同回忆

父辈们那段熟悉而又遥远的往事。

“只要我活着，就一
直守着你们”

1937 年 1 月，红军西路军在甘州

取得西洞堡大捷。一支 300 多人的队

伍返回营地途经白城村时，突然遭到

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部的袭击。敌人人

数众多、炮火猛烈，缺乏弹药的红军依

托白城堡子英勇还击。战至中午时

分，红军弹药殆尽。因寡不敌众，300

多名红军指战员倒在血泊中。

等到枪声彻底停止后，村民才胆

战心惊地走出家门。看到村口四处躺

着红军战士的尸体，大家悲痛不已。

已年近半百的村民陈德宝来到村头，

望着惨烈的场景，不禁潸然泪下。和

红军官兵朝夕相处的一幕幕浮现在眼

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宁

愿穿着单衣薄裤靠着墙角睡觉也不打

扰村民……

陈德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也是

当地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亲眼目睹

马步芳部队像土匪一样欺压百姓，到

处烧杀抢掠，更加拥护一心抗日救国

的共产党和红军。怀着对红军的崇敬

之心，陈德宝发动村民一起收敛红军

遗体。但由于当时受反动政权的欺

压蒙骗，加之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

下，有的乡亲们害怕马匪军报复，不敢

前来。陈德宝便带着儿子陈榆林和

几个胆大的村民，在村外一处空地挖

了一个很大的墓穴，将烈士们的遗体

合葬在一起。从此，村里就有了这座

红军墓。

在清理红军遗体时，陈德宝发现

有两名红军战士还有微弱心跳，看上

去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因受重伤处

于昏迷状态。陈德宝冒着生命危险，

把两名红军战士背到村子南面一处靠

山的土窑里藏了起来，并安排妻子偷

偷给红军战士送饭。

不久，陈德宝营救红军战士的事

被当地民团发现，凶狠的团丁把他抓

去严刑拷打。后来，在好心人营救下

陈德宝逃了出来。“听爷爷讲，两名受

伤的红军小战士是南方口音，虽然身

体瘦小，但很坚强。两名红军战士没

有逃过敌人的搜捕，被凶残的敌人扔

进冰窟窿淹死了。爷爷为此伤心了好

长 时 间 ，一 提 起 马 匪 就 恨 得 咬 牙 切

齿。”陈宗新说。

“只要我活着，就一直守着你们。

将来我不在了，我的儿子、孙子守护你

们。”站在烈士墓前，陈德宝老人默默

许下诺言。

“再苦再难都要守
护好红军墓”

1952 年 ，陈 德 宝 去 世 了 。 临 终

前，他向儿子陈榆林郑重交代：“这座

墓里埋着红军烈士，他们是为咱们穷

人打天下牺牲的，都是好人。你要记

着，再苦再难都要守护好红军墓。”

从那以后，陈榆林牢记父亲的遗

言，成为第二代守墓人。次年，为方

便守墓，陈榆林把家搬到红军墓旁一

个独立的院落。看着他们一家孤零

零地住在那里，亲戚都劝他们搬到居

民点去。陈榆林说：“这儿离烈士墓

地近，方便守护。”几十年来，陈榆林

一家一直住在那里，几次翻修房屋都

没有搬迁。

“1965 年，我嫁到白城村时，陈家

就住在远离居民点的院子。不论冬

夏、不管闲忙，陈老汉每天都去陵园打

扫卫生，清理杂草。陵园在他的看护

下，没有受到一点损坏。我们也讲不

出啥大道理，但知道他们一家人做的

是修行积德的好事。”75 岁的村民王

桂花说。

1970 年 ，当 地 开 展 平 田 整 地 行

动。心急如焚的陈榆林赶到当时的

龙 渠 人 民 公 社 ，向 公 社 领 导 汇 报 情

况。公社领导很重视，发动村民重新

整修红军墓，并在四周用砖头砌上围

墙，种植杨树和松柏。陈榆林在墓前

立了一块木碑，用毛笔写上“红军烈

士之墓”。“当时我才 8 岁，刚上小学，

学校还发动我们背砖用来修墓。”陈

宗新回忆。

在那个特殊年代，有人说陈榆林

给红军守墓是“牛鬼蛇神”，并威胁他

赶紧把红军墓平了、把纪念碑拆了，但

陈榆林态度坚定，没有动摇。那些人

不敢自己去平坟拆碑，便又说陈榆林

给红军烈士摆祭品的行为是在搞封建

迷信，把他拉到村口狠狠地批斗一番。

有一年，村民取沙土垫地蔓延至

红军烈士墓周围。为防止烈士墓遭到

损坏，陈榆林劝村民：“墓里埋葬的是

革命先烈，他们为了我们过上幸福日

子牺牲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决不能破

坏烈士的墓地。”听了陈榆林的劝说，

村民再也不到这里挖沙取土。

2002 年，陈榆林去世后，守护红

军墓的任务便落到儿子陈宗新肩上。

陈宗新说：“自我记事起，每逢清明、春

节等重大节日，父亲都会带着我们先

来祭扫红军墓，再去祭拜自家祖坟。”

在他们一家的宣传带动下，当地干部

群众和学生经常自发前来扫墓。

“讲好烈士故事，弘
扬英烈精神”

清扫陵墓、种花植树、浇水修枝、

清理杂草、擦拭墓碑……几十年来，不

管刮风下雨，定期到烈士陵园祭拜长

眠在这里的红军烈士，已成为陈宗新

生活中重要的一件事。随着对红军战

斗历程了解的深入，陈宗新对英烈的

尊重和崇敬之情与日俱增。

“不能只是打扫卫生，还要给群众

讲述烈士的故事，弘扬英烈精神。”多

年来，父亲的嘱托一直在陈宗新的脑

海中回响。为弘扬革命烈士精神，只

有初中学历的陈宗新到当地革命纪念

馆学习英烈事迹材料，主动为前来烈

士陵园祭扫的干部群众和师生讲红军

艰苦奋斗、英勇奋战的感人故事。

2021 年 6 月的一天，来自兰州的

一批游客瞻仰烈士陵园，陈宗新负责

讲解。他用质朴的语言、深情的讲述

感动了旅客。此后的一周，慕名而来

的游客，两次点名请陈宗新讲解。

“这几年，党和政府对保护烈士

墓的投入很大，十分重视红色教育，

每 年 到 这 里 祭 奠 烈 士 的 人 越 来 越

多。特别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一天来好几拨人。看我忙不过来，女

儿 陈 梦 雪 主 动 加 入 ，担 任 义 务 讲 解

员。”陈宗新说。

陈梦雪是陈家第四代守墓人。在

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她接过父亲手中

的接力棒，并兼任龙渠红色教育基地

讲 解 员 。 她 讲 解 认 真 细 致 ，流 畅 深

情。因为她知道，她的每一句讲解都

深深饱含着父辈沉甸甸的嘱托。

说起烈士陵园情况，陈梦雪如数

家珍：“2005 年，乡政府发动全体党员

和干部群众对红军墓进行整修；2012

年，政府又投资 80 多万元，对烈士墓

进 行 修 缮 ，建 成 占 地 近 5000 平 方 米

的‘龙渠烈士陵园’。现在我们看到

的大门、围栏、纪念碑都是 2012 年修

建的。”

陈 梦 雪 打 小 跟 着 父 亲 为 烈 士 扫

墓，幼年时就在心里种下爱党爱国的

种子。看着同龄人一个个跳出农门到

城市工作，她也曾有过思想斗争，但她

更清楚守护陵园不仅是父亲的期望，

更是祖辈传承下来的重任。“去年 3 月

以来，来陵园缅怀革命先烈的人数大

幅增加，一天下来虽然很忙、很累，但

很充实。”陈梦雪说。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听了陈宗

新一家四代守墓的故事后，我非常感

动，我要把这种精神融入到工作和生

活 中 去 ，把 红 色 精 神 传 承 好 、发 扬

好。”龙渠乡新胜村党支部书记张自

奇说。

2021 年，陈宗新被提名为第八届

“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今年 1 月 22

日，陈宗新被评为 2021 年度“感动甘

肃·陇人骄子”。谈到今后的打算，陈

宗新说：“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会

继续守护在这里。我们家会把西路军

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把不畏生死、敢

于牺牲的西路军精神传下去。这是父

辈的重托，也是光荣的使命。”

青山埋忠骨，热血照千秋。一座

丰碑，见证了红军西路军将士浴血奋

战的悲壮历程；一家四代，书写了尊崇

英烈、爱戴英烈的动人篇章。

巍巍祁连见证85载倾情守护
—甘肃省张掖市村民陈宗新一家四代接力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故事

■李 栋 本报记者 司李龙

许 诺 、践 诺 ，子 承 父 愿 ，四 代 相

传，一守就是 85 载。

85 载 ，在 历 史 的 长 河 中 转 瞬 即

逝，但对一个家庭而言，却是十分漫

长。多年来，无论地里的农活多忙，无

论家里的事情再多，陈宗新和家人对

陵园的保洁整理一天也没有耽搁。因

为他们知道，自己守护的不仅是烈士

的墓地，更是革命先烈用生命铸就的

精神丰碑，是不容磨灭的历史。

巍巍祁连护英灵，弱水无声鉴忠

诚。西路军将士把革命理想和坚定

信念留在河西走廊，这里的人们也用

实际行动呈现了尊崇英烈、爱戴英烈

的朴素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融入血脉。

守护的是精神丰碑

短短 评评

一座墓，300余红军官兵，壮烈牺牲感天动地；四代人，85载春秋岁月，默默坚守无怨无悔。甘
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龙渠乡村民陈德宝、陈榆林、陈宗新、陈梦雪一家四代接续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故
事，在巍巍祁连山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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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陈宗新擦拭墓碑。

图②：陈宗新为烈士献花。

图③：陈宗新补种陵园树木。

图④：陈宗新给女儿陈梦雪讲述守墓

故事。

图⑤：陈宗新清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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