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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厚重泰安

500多座墓碑，铭刻着 500多个感天动地的故事

重托，以生命的名义
本报记者 王颜

说起泰安革命烈士陵
园，每位泰安人都不会陌
生，这里埋葬着 500 多名
革命烈士。每逢清明、国
庆等节日，许多市民都会
不约而同来到这里，祭奠
这些为抗战捐躯的革命
先驱。如今，革命烈士陵
园已经成为泰城重要的
爱国教育基地。

25 日，记者在泰安革命烈
士陵园看到，管理处的孔祥斌
主任正在园中的泰安革命史展
馆整理资料。见到记者，孔祥斌
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起烈士陵园
来。

记者随同孔祥斌来到陵园
的入口处，映入眼帘的是一处
高 7 . 7 米、宽 14 . 8 米的泰安革
命烈士陵园牌坊，上面有著名
书法家武中奇题写的“浩然正
气”四个大字。穿过牌坊，拾级
而上，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油
然而生。顺着曲折的园路继续
往北，2200 平方米的悼念广场
位于陵园中央。仰望广场北面，
高 34 米的纪念碑直冲云霄。据
介绍，纪念碑采用泰山花岗岩
建成，碑体为三支步枪的抽象
造型，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

孔祥斌告诉记者，陵园墓
区内安葬着 514 名革命烈士，
其中有 335 名是无名烈士。这
些烈士主要参加过打响山东抗
日第一枪的徂徕山起义、卢沟
桥事变后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泰
西起义以及三次解放泰城的起
义。墓区以甬道为中线，甬道北
端是黑色大理石尾碑，尾碑上
镌刻有毛泽东手书“为人民利
益而死重于泰山”的镏金大字。

“现在看到的烈士陵园是后来
扩建后的。”孔祥斌说，烈士陵
园始建于 1953 年，有特色青砖
墓 500 座，占地 80 余亩。1998
年泰安人民自愿捐资 127 万元
对烈士陵园进行了改扩建，同
年被国家民政部、山东省委宣
传部、泰安市委宣传部命名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 年，
被国务院评为全国重点烈士纪
念建筑保护单位。

“烈士陵园已经不单纯是安
葬烈士的地方，现在它还有更重
要的意义。”孔祥斌说，每年都有
十余万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前
来缅怀祭扫革命烈士，在此进行
入党、入伍、入团宣誓等。

浩然正气

铭记革命历史

辞教师：

扛起钢枪奔战场

“1941 年 4 月 22 日拂晓，在泰
西大地的步山脚下，一阵激烈的枪
声过后，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倒下
了，他就是当时泰安县独立营营长
李正华。”孔祥斌一边介绍，一边把
记者领到革命烈士李正华墓碑前。

“李正华 1905 年出生于泰安
县马庄乡一个富裕的家庭，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
事变’，发动了全面的战争。当时李
正华义愤填膺，依然辞去了小学教
师的职务，并把自己苦心经营的小
药店托付给了一名老中医，全心全
意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孔祥斌说，李正华善于抓住有利战
机，指挥军队机智果断打击消灭敌
人，打了许多漂亮仗。不幸的是，
1941 年，李正华到军分区司令部
(肥城虎门)开会，返回部队(泰安拉
马洼)途中遭到敌人包围。为了不
连累老百姓，他决然带着警卫员向
村外冲去。突围中，李正华不幸中
弹壮烈牺牲。

李正华牺牲后，当地群众十分
悲痛，一直提议将烈士牺牲地—步山
改为“正华山”。1963 年，为了纪念烈
士不朽的事迹，将李正华烈士的遗骨
迁至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烈士朱玉干，出生泰安县，早年
求进步，入党二六年，发展党组织，秘
密搞串联，泰来新区建……刺刀穿心
过，豪气贯九天，后人传意愿，革命永
向前。”这一段朗朗上口的五言韵语，
出自原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办公室副编
审、助理调研员、党支部书记吴绪伦的

《泰安英烈颂》。
吴绪伦告诉记者，他家住在烈士陵

园附近，因为地理位置的便利，更因为
对安葬在此的革命烈士的敬佩，他几乎
每天都会到这里走一趟。除了锻炼身
体，更重要的是向一些年轻人讲述烈士
的英勇事迹。

“这里安葬着 500 多名烈士，每一
位烈士背后都有一个感人、令人奋进的
故事。”吴绪伦说，在烈士陵园中，如果
看到在此休息游玩的市民，他会走上去
跟他们聊一会，然后讲述关于烈士的故
事。“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告诫市民，不
要忘记历史。现在虽然每年都有很多年

轻人来扫墓，但真正知道其中历史的人
并不多。”吴绪伦说，他想尽自己的微薄
之力，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泰安的革命历
史。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的
人了解安葬在烈士陵园里的烈士的英
雄事迹，在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时，吴
绪伦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缅怀这些烈士。
他将其中 36 位烈士的感人事迹分别撰
写成五言韵语，编撰书写了《泰安英烈
颂》。“以诗歌包装党史，也是对烈士事
迹的第二次包装，希望以此警示世人

‘饮水不忘挖井人’，不要忘记那些为了
今天的美好生活而浴血奋战的革命烈
士们。”吴绪伦意味深长地说。

每当谈起安葬的烈士，吴绪伦总是
感叹说，里面的无名烈士更让他肃然起
敬。“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我建议去无名烈士墓前看看，也许到了
那里，所有的不快都会消失了。”吴绪伦
激动地说。

五言韵语

传唱先烈事迹

革命烈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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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纪念碑碑身的浮雕。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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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徂徕山起义的朱玉干
也是著名的烈士之一。为了抗战，
他将仅有的家产土地卖掉，为部队
购买弹药。

朱玉干原名朱国栋，1938 年参
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当时环境非
常艰苦，为了抗战事业，朱玉干虽然
自己生活很困难，但他毅然将仅有的
家产土地卖掉，为部队购买枪支弹
药。朱玉干的爱人被大家热情地称为

“火头军”，因为尽管她是位缠足的农
村妇女，当时还有一个年仅6个月大
的孩子，但她只要一听到自己的同志
来，就赶紧准备饭菜，有时一天要做
五六次饭，从来也不嫌麻烦。

有一次，一股敌人到徂徕山根
据地抢掠，朱玉干得知这一消息
后，迅速率领战士赶去与敌人进行
了激烈的战斗。在同敌人肉搏时，
朱玉干抱住一个敌人，咬掉了他的
一只耳朵，并夺下了敌人的匣子
枪。1941 年 11 月 18 日，朱玉干被
敌人杀害，当时年仅 35 岁。

“如果要讲述陵园中烈
士的故事，需要几天几夜
啊。”远眺烈士陵墓，孔祥斌
感叹道。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丽 卖家产：

为部队购买弹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