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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又到清明时

昌昌邑邑守守祠祠老老兵兵陈陈光光聚聚去去世世
义务守护烈士祠堂34年，享年89岁

老老兵兵不不死死
一座烈士祠堂的记忆
文/本报记者 庄文石 李涛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本报4月3日讯(记者 李涛
庄文石 ) 3日，在清明节到来之
际，记者来到位于昌邑市龙池街
道白塔村的烈士祠，与以往不同
的是，再也寻不到祠堂守护者陈
光聚的身影，这位义务守护烈士
祠34年的退伍老兵如今已安息在
昌邑市文山的一处公墓里。

3日上午，昌邑市龙池镇烈士
祠，这个坐落于乡间的小四合院
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异常宁静。
祠堂被打扫的干干净净，与往日
不同的是，此前在这里看守的陈
光聚老人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
62岁的退伍老军人魏铁良。祠堂
守护者魏铁良告诉记者，陈光聚

老人已于2013年6月份去世，享年
89岁，如今已被安置在昌邑市文
山的一处公墓里。回忆起陈光聚
老人守护祠堂的那段日子，年过
六旬的魏铁良老人敬佩之情溢于
言表，“陈大哥给我们树立了榜
样，值得我们去学习。”

陈光聚去世之后，当地政府
部门也一直在寻求看护人员，但
苦于看护祠堂的差事及待遇问
题，迟迟没有合适人选。而就在
此时，同样是退伍老兵的魏铁良
老人接过了看护祠堂的重任，“一
开始家里人也不同意，在这么个环
境工作不好，补助也不高，时不时
就会有家属前来吊唁祭拜；但不能

因为这些原因就让革命先烈们受
到冷落吧，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
名党员，咱必须的对得起良心。”

早在陈光聚老人看护祠堂时，
魏铁良就经常过来帮陈光聚打扫
卫生整理烈士牌位。而今，魏铁良
每天都会到祠堂打扫卫生，修理庭
院道路，修剪祠堂里的花草树木。

“或许是有过参军入伍的经历吧，
看护祠堂感觉心里很踏实；干这些
活计都是应该的。”

4月5日又是一年当中的清明
节，解放军、武警、老师学生、当地
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烈士家属都会
陆陆续续前来祭拜革命烈士，魏铁
良又将会忙碌起来。

2014年的4月5日，将是我度过的第68个清明节，每年的清
明，都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凭吊。但今年，我的老朋友陈光
聚，一位陪伴了我34个年头的老兵，却已长眠地下，永远不会再
来了。

还记得那是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昌
北县政府主持修建了我，一座坐落于现昌邑市龙池镇北白塔村的
小四合院，里面摆放着391位烈士的灵位，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战争结束之后，这里又先后竖起了139位烈士的灵位。

随着烈士灵位越来越多，1979年，镇上开始招人来看守烈士
祠，但是所有人心里都明白，到我这里来并不是一个好差事，想
想也是，寻常人有谁愿意住在墓地里呢？况且在这里工作待遇也
不高，即使是物价飞涨的今天，一个月的补助也只有200元钱。

但陈光聚来了，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带着老伴和战场
上留下的一身伤病住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4年。这么多年来，老
陈打心里把我和这些烈士当成朋友来看待，要不然他哪能对这些
烈士如此熟悉呢？一排一排的烈士灵位，里面有几个团级干部、
营级干部、连级干部甚至他们的名字、家乡和牺牲时的情况，他
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在我这里，还有一位特殊的烈士，他叫陈光进，是老陈的亲
弟弟，当年老陈离家时，弟弟只有8岁，从那个时候起，兄弟两
个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经常听见老陈在聊天时向别人念叨，说
自己很愧疚，没有尽到一个当大哥的责任。

烈士祠堂的日常生活是很清苦的，除了一年当中的几个重大
节日，在我这里陪伴他的就只有老伴和几只鸡鸭，一台老式电视
机、一张床、一张老旧的方桌和几把凳子是他和老伴唯一的家当，
但我从没听老陈抱怨，他总是和别人说，每次想起那些牺牲的战
友，自己总觉得心里欠他们的，而这里的烈士也是为了国家而牺牲
的，自己能够在这里陪伴他们已经感到很满足。

实际上，老陈不是没有享清福的机会，2006年的时候，镇上
的敬老院面向全镇招收老人，北白塔村推荐了老陈，但他没去，
说离不开这些老朋友。后来市里的一位干部来我这里参观，周围
人劝他趁机向领导申请提高待遇，老陈憋了半天，跟人家说拨钱
把烈士祠堂再修一下吧。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后来老陈的奉献终于被认可了，在各大媒
体报道了他的事迹之后，老陈成了2009年度的感动潍坊人物。

如今，老陈已经长眠于昌邑文山的一处公墓，镇里也安排了
他的替代者，62岁的魏铁良老人，也是一名老兵，相信他会继承
老陈的志愿，将我这里的烈士们照顾得得好好的。最后我要向我的
老朋友陈光聚说一声感谢，感谢他34年来对我的照顾和陪伴。虽
然他已永远离开了我，但我的心里始终有这样一个信念：“老兵
永远不死”。

陈陈光光聚聚老老人人生生前前照照片片。。（（资资料料片片））

陈陈光光聚聚老老人人生生前前照照片片。。

烈士祠堂

陈光聚老人走后，魏铁良老人接手
了看守祠堂的工作。

魏铁良在整理烈士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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