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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南，那七十五座“八路坟”

拾秋
□龚本庭

秋天总是与收获联系在
一起，可是再勤劳的农人，也
难以做到颗粒归仓。这给小鸟
们赐予了食物，也给田野中的
小动物留下了过冬的食粮。这
些小动物，也和农民一样，守
候着庄稼，企盼庄稼丰收，好
让自己在寒冷的冬季，睡在暖
和的洞穴里做美梦。同样，也
让拾秋的人，在田野中满怀希
望，将秋天遗失的珍珠一粒粒
拾起。那一个个跑动的身影，
是秋天田野里动人的诗行，美
丽的风景。

多年前，我也是拾秋队
伍中的一员。捡拾散落的稻
穗，捡拾棉梗上残留的棉花，
以及用手刨泥土中被人遗忘
了的红薯和花生。我们常三
五成群一起出发，然后一路
追逐疯闹，我们名曰拾秋，实
际是有了一个在野外玩的冠
冕堂皇的理由，但只要我们走
向秋天的田野，便很少空手而
归，秋天的田野是慷慨的，哪
怕是面对我们这些调皮的孩
子。我们捡回的稻谷，用来喂
养家里的小鸡和小鸭；采摘回
来的不多的棉花，留存后，说
不定会铺在我们过年时的新
棉袄上。

最开心的还是在地里能
拾到可以立即吃的红薯。秋耕
后，田里已经又撒上了小麦或
者油菜的种子，可是有些地
方，总是会冒小小的红薯苗。

红薯苗绿绿的，怯怯地伸出头
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它们
可能是不知道秋后寒冷的冬
天马上会来临。不过，也许这
些小苗是遗憾红薯没有被粗
心的耕耘者挖走，专门给我们
通风报信。我们老远就能看到
那小小的苗，顺着挖下去，果
然就会发现小的或者已经大
半个红薯。用草擦去泥，就用
嘴去啃，那香香的，甜甜的，说
不出的惬意。

有时也会找到花生以及
土豆，甚至野果子，秋天的田
野中，总是会遇到很多宝藏。
最惊奇的是有时与那些黄鼠
狼以及田鼠不期而遇，有时也
会遇见蛇。在秋天的这个季
节，他们也都很匆忙。黄鼠狼
怕人，呼一下就没影了，而田
鼠却好似你动了他的地盘，瞪
着个小眼与你对视，你跺一下
脚，他才吱一声跑进附近的洞
中。蛇就没那分逍遥了，总是
会被调皮的我们逮住。

前几天回家看望母亲，我
年过七十的母亲，依旧对拾秋
乐此不疲。母亲拾秋回来一点
儿也不感觉累，她一边把拾到
的棉花晒到阳台上，一边兴致
勃勃地给我们讲着拾秋遇到
的各种趣事。“也许，年底能够
给你们弹一床新絮。”母亲的
语气里满是快乐。母亲的话，
也勾起了我对童年拾秋的温
馨记忆。

多么希望明年，我也能与
母亲一起，去田野中拾秋。

济南战役，75位革命烈士长眠这里

如若细心，去过济南英雄山
革命烈士陵园和西徐马烈士陵
园的人会发现，两个烈士陵园里
有46座烈士陵墓镌刻着同样的
烈士名字。没错，这两个烈士陵
园里都埋葬过这46位共和国的
革命烈士。

故事要从66年前那个中秋
之夜说起。1948年9月，解放济南
战役打响后，解放军野战医院设
在了东徐马村，村中大庙设立了
包扎所。在疾风暴雨般的枪炮声
中，伤员陆陆续续从前线被抬下
来。他们是攻打济南城东砚池

山、茂岭山时负的伤，多为华东
野战军九纵第二十五师、二十六
师、二十七师的勇士。

参与编写孙村镇志的周和
平熟悉那段历史。“1928年出生
的刘恒福是特务连排长。当夜，
七十八团3个连队同时向茂岭
山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
第二天拂晓，终于在东北角爆
破成功，夺取敌阵地。”周和平
在镇志中记载，在摧毁敌人坚
固的夹壁墙工事时，刘恒福所
在的突击队只剩9人仍顽强战
斗，在大部队到来之前，坚守住

了阵地，但突击队员全部壮烈
牺牲。

这一战役中有75位重伤员
不幸牺牲。“乡亲们有的拿出自
己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裳，把烈
士打扮一新；有的献出自己的寿
木(棺材)，装殓烈士遗体，满怀悲
痛，眼含热泪把烈士葬埋在西徐
马村村南一块4亩多的高地上。”
镇志中记载，在每座烈士墓前都
竖有一块木质墓碑，其中46人有
名有姓、有部队番号，29人没有
留下任何个人信息，为无名烈
士。

1983年陵园被列为重点保护文物

75位烈士永远长眠在这里，
那个秋天成为西徐马村永恒的
记忆。尽管抗日战争早已经结
束，但这里的人们仍然习惯将这
些烈士坟墓称之为“八路坟”，不
但像对待自己逝去的亲人一样，
珍视有加，而且怀有深深的敬
仰。

据了解这段历史的老人介
绍，埋葬烈士们不久，有一群野
狗在“八路坟”之间转悠。当时的
地下共产党员、西徐马小学校长
李习与同是地下党员的村长刘

廷富一道，组织民兵，拿着铁锨、
木棍，赶到墓地，赶走了野狗群，
并安排民兵轮流昼夜守护烈士
墓地。为防止木质墓碑因经不住
风刮雨淋而损毁造成资料流失，
李习按顺序把木牌上的内容一
一记录下来，装订成册，交给村
政权保管，为10年后公社建立烈
士陵园刻立石碑，保存下了珍贵
的资料。

多年来，这里的75位烈士并
不寂寞，每年清明节，高新区中、
小学师生及街道办、村干部群

众、济南市四五六厂、西卢煤矿
的干部职工，都前往陵园隆重祭
扫，缅怀先烈。村里的老百姓还
对陵园进行了多次整修，种植柏
树，硬化行道，建起围墙……老
村长刘廷富几十年如一日，义务
管理烈士陵园，后来，村里安排
专人看护陵园。如今，陵园里的
柏树已经郁郁葱葱，蔚为壮观，
更加庄重肃穆。1983年12月，当时
西徐马村仍属历城县管辖，县政
府立碑公布西徐马烈士陵园为
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5座“八路坟”一个也没有少

75座“八路坟”深深地镌刻
在西徐马人的脑海中，成为这里
人们世世代代的光荣。

为了更好地保护革命烈士
遗骨，1987年，经相关部门签办，
75座烈士墓中原属华野九纵的
46位烈士遗骨，准备迁移到济南
英雄山烈士陵园，没想到却碰了
钉子。“村民们说那不行，烈士们
长眠在这里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光荣。”周和平介绍，这让前来办
理此事的某集团军(前身为九纵)

政治部领导很为难。

为了做好烈士遗骨保护工
作，当时的西徐马村两委召开了
专门的会议。会上，时任村支书
潘应文动情地说：“这些烈士，当
年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英
雄，他们已经把血肉留在了咱这
里，这就是我们世世代代永远的
光荣！如今，革命烈士的遗骨要
迁到英雄山去，回归大部队，这
也是烈士们的光荣……大家说，
如果烈士们泉下有知，他们是愿
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回到老队
伍，回到战友们身边？”声泪俱下

的讲话，深深打动了乡亲们，不
少人的眼眶红了。

迁墓工作旋即顺利展开。当
载着英烈遗骨的灵车缓缓开动
时，村民们都哭了，像送别远行
的亲人。陵园里柏涛簌簌，草木
为之动容。从此，济南英雄山革
命烈士陵园增加了46座烈士陵
墓，但村南那75座“八路坟”一个
也没有少。村民们认为，这些烈
士并没有走，他们的血肉已经与
他们脚下这块土地永远连在一
起，再也分不开了。

2011年3月27日，连续63年寻找舅舅去向的李德志，终于在英雄山烈士陵园找到了舅
舅刘恒福烈士的陵墓。其烈士花名册上注有“1987年，从历城县西徐马烈士陵园迁移至
此”字样。提到高新区孙村街道办西徐马村，这个偏于省城东部一隅的村子极其普通，但
是如果提到西徐马烈士陵园，了解共和国历史的人都会铭记这里。西徐马村村南有75座

“八路坟”，深深地镌刻在西徐马人的脑海中。

本报记者 修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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