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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是他们的儿子”，老兵9年坚守烈士祠
还义务担任讲解员，搜集整理近10万字的烈士事迹材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钱柏生 陆芳

为积极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服
务市场综合发展，济南历下区市场
监管局牢固树立“互联网+监管”理
念，积极探索随机抽查机制，不断创
新监管方式，努力提升营商环境建
设水平。

一是创新实施自贸区“三进两
退”模式。历下区市场监管局结合自
贸试验区历下区块实际，打破“谁登
记、谁监管”及原区域监管模式，创
新建立跨区监管联络员制度，即“三
进两退”模式。“三进”即片区市场监
管所日常监管联络员、片区稽查办
案联络员、片区信用监管联络员组

成监管小组，三方联合，自觉靠前服
务。“两退”即自觉退出原有两种监
管模式，一是自贸区历下区块全面
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辖区
企业做到无事不扰；二是对历下区
迁入自贸区历下区块的企业开设绿
色通道，相关异常经营行为企业可
选择先迁入，再自行申请移出异常
名录，切实惠企利企。

二是分步推进“互联网+监管”
工作。历下区市场监管局制定三年
工作目标，分步推进重点工作，今年
的目标是清理净化区域发展环境，
对自贸区历下区块及周边区域长期
不经营企业、高风险领域、投诉热点
行业进行清理，尝试建立自贸区历
下区块信用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将

“互联网+监管”中两个清单的监管
事项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
进行对接，覆盖率达到30%以上。

三是高效完成监管改革重点
任务。在落实“三进两退”模式的
基础上，历下区市场监管局积极
梳理监管工作难点、重点，作为制
定“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
施方案、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的参考；姚家、龙洞、智远三个市
场监管所在3月31日前完成经济
户口的认领工作；积极组织执法
人员对“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细
则和执法手册中的检查要求进行
学习，进一步严格执法程序和材
料标准，统筹推进“互联网+监
管”工作迈上新台阶。

创新监管模式 优化营商环境
济南历下区市场监管局三举措服务营商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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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讲解让参观者肃然起敬

3月29日早上6点多，匆匆吃过早饭，家
住昌邑市龙池镇龙街村的魏铁良就骑着
电动车赶到数里之外的白塔村“上班”。一
路上，老魏和遇见的村民热情地打招呼。
清明节就要到了，作为昌邑市抗战殉国烈
士祠的管理员，老魏比平时更加忙碌，去
得也更早。

老魏的“办公室”在烈士祠大门口右
手边的一间屋子里，“来参观祭拜的人，不
分节假日，每天都很多。”老魏翻出三本2021
年前三个月的来访人员登记簿，记者看到，
这三个月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有省内的，有
省外的，有个人也有团体。前几天，有一家企
业来祭拜，前后来了3000多人。

对此，老魏早就习以为常，“人越多越
好！来的人越多，说明咱这个社会越来越
崇敬烈士、敬重英雄。”话刚说完，几辆车
停在了烈士祠的门口，车上下来一群人，
这是当天到访的第一拨祭拜者。老魏立即
到大门口迎接，他先敬了一个军礼，把这
群来自昌邑市太极拳协会的来访者迎进
大门，老魏就开始了他的讲解。

老魏对当年发生在昌邑大地的抗战
历史了如指掌，那些典型的英雄事迹信手
拈来，尽管操着一口昌邑方言，可是他讲
得热血沸腾，让每个参观者都肃然起敬。

将近40分钟的讲解后，老魏送走了第
一拨祭拜者，“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接待了
14拨。”老魏自豪地说。

两个老兵接力守护烈士祠

1975年，23岁的魏铁良光荣退伍，1979
年起他开始协助龙池镇政府做民政工作，
成了镇上的一个“临时工”。也是从那时
起，魏铁良认识了烈士祠的第一任管理员
陈光聚。陈光聚也是一名退伍老兵，曾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被炸伤导致左腿残疾。
1979年，陈光聚义务担任烈士祠管理员，他
拖着残腿一干就是30多年。2012年，88岁的
陈光聚实在干不动了，龙池镇政府派魏铁
良寻找接任者。

“当时镇上提出三个条件，管理员必
须得是退伍军人、党员、不超过60岁。”魏铁
良照着这三个标准走访周边十几个村子，
然而，大家一听一个月只有200元的补助，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有一个人符合条件，可他却说，我干
一天泥瓦工也不止二百。”一筹莫展之际，
魏铁良突然想到：自己不就符合条件吗？

2012年6月，魏铁良从陈光聚老人手中
接过了烈士祠的钥匙，成为第二任管理员。
2013年6月，陈光聚老人去世，享年89岁。

上任三天后，魏铁良才把自己去烈士
祠当管理员的消息告诉老伴，老伴一听气

炸了。“她觉得成天守着一堆牌位不吉利，
让我赶紧辞掉。”魏铁良坚决不辞，“老婆
子气得几天不和我说话。”

老伴劝说不管用，儿子和儿媳也来
劝，“你回来我们每个月给你两千。”可是
魏铁良铁了心，“陈老能做的事情，我也能
做。这个管理员你们支持我要干，你们反
对我也要干。”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烈士祠了”

就这样，魏铁良接手了烈士祠。此时
他才发现，烈士祠自1945年修建以来，已经
有将近70年没有修葺过了。

“当时院子里的蒿草一人多高，草丛
里还有蛇。”魏铁良首先对院子中的杂草

进行了彻底清除，对花草进行补栽和修
剪。烈士祠内有两间偏房，老魏发现屋子
的地面全是泥土，他以为当时建祠时没有
铺地，想用铁锹平整一下，没想到这些泥
土竟然是积攒了几十年的泥垢，“我用小
车倒了9车，才把原先的地砖露出来。”烈士
祠院内屋檐下的地面被雨水冲出一道道
沟壑，老魏用收集来的砖块重新铺设，又
把所有的墙壁、门窗进行了粉刷。修整好
院子，魏铁良又对祠堂内进行了整理，把
落满灰尘的烈士牌位挨个洗刷干净，对损
坏缺失的烈士牌位重新制作。经过几个月
的收拾，烈士祠焕然一新。

魏铁良告诉记者，昌邑县抗日殉国烈
士祠始建于1945年,由当时的昌北县委建
立,主要为纪念寿光、昌邑和潍县三个地方
的抗日烈士,是省内建立最早、保存最好的
烈士祠之一,里面供奉着527位烈士的牌
位。然而，这座烈士祠虽然有人看管，但之
前几乎没什么人来祭拜。

“这样不行，忘记英雄就是忘本。”魏
铁良说，作为烈士祠的管理员，不仅要把
烈士祠守护好，更要把烈士的事迹宣传
好，把英雄的精神传承好。

可是老魏发现，有关烈士事迹的记载
非常少，他决定趁自己腿脚还利索尽快把
有关烈士的资料搜集整理出来。9年来，他
拿着烈士名单，骑着电动车遍访周边数十
个村庄寻访烈士的后人及其战友，对方口

述，他笔录，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倔老头
硬是整理出近10万字的烈士资料。

如今这里供奉的五百多名烈士，老魏
几乎都烂熟于胸，谁年龄最小、谁的官职
最高、哪几个人是亲兄弟，他都考证得明
明白白，“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烈士祠了。”
老魏自豪地说。

“我就是烈士的儿子”

自从老魏当了烈士祠管理员，烈士祠
的变化有目共睹，来参观祭拜的人逐渐多
了起来，加上有老魏激情澎湃的讲解，烈
士祠的人气越来越旺。

2015年,龙池镇又在烈士祠的基础上
建成了抗日战争纪念馆。这里是昌邑市重
要的党史党性教育基地,每年的大年初一、
清明节和国家公祭日,镇上的机关干部、附
近的村民和学校的中小学生都会前来祭
拜烈士，如今这里每年能接待四五万人。

看着来祭拜的人越来越多，老魏心里
充满了成就感。他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另
一个“家”，他把自己家里的各种花草搬到
了烈士祠，装点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也传
递着对先烈们的敬重和怀念。

一年365天，魏铁良几乎天天守在烈士
祠。2016年的一天，老魏正给来访者讲解，
突然感觉嘴不听使唤了。中午回到家，儿
媳妇发觉不对劲，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
一查吓一跳，老魏是突发脑血栓，医生当
场建议他留院治疗，可是老魏却和医生谈
起了条件。“医生让我住院，我说我一天不
回烈士祠，心里就空荡荡的。所以我跟医
生协商，上午来打针，下午再回去，那次住
了十天的院，烈士祠的活一点也没落下。”
魏铁良回忆道。

老魏不光倔，还善于研究。他的讲解
词并非千篇一律，而是根据来访者的不同
作出相应调整。“党员干部来我就给他们
讲像季芳华这样在战争中牺牲的干部烈
士；如果是小学生来，我就给他们讲那些
在战争中牺牲的娃娃兵。”担任多年的义
务讲解员，魏铁良的口才和演讲水平日益
提高，他经常被邀请到外地作报告，每次
作报告他从来不带稿。

他在烈士祠的坚守和默默付出也赢
得了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认可。其
本人先后被授予“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

“潍坊市模范老人”“潍坊市优秀共产党
员”“昌邑市最美党员”等荣誉称号。

担任烈士祠管理员6年，老魏始终拿着
每月200元的补助。2018年的一天，昌邑市一
名领导带队去参观烈士祠，谈话中得知此事
后当场嘱咐主管部门给他涨到每月2000元。

“把英雄的精神传下去比挣钱更重
要，就算一分钱没有，我也会守好烈士
祠。”魏铁良说。

2021年3月29日，当老魏给参观者讲解
完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些烈士都很年
轻，有的连婚都没结就牺牲了，但他们并
非没有后人，我就是烈士的儿子！”

老魏正在讲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清明节期间，昌邑市抗战殉国烈士祠前，来自全国各地的瞻仰者络绎不绝，在缅怀先
烈的同时，大家也被烈士祠的管理员魏铁良老人所感动。今年69岁的老魏自2012年起担任
烈士祠管理员，9年来，他不仅凭一己之力将烈士祠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搜集整理出近10万
字的烈士事迹材料。此外，他还义务担任讲解员，平均每年接待参观者四五万人。他虽然只
是一个协助当地政府做民政工作的编外人员，却以一名退伍军人的优良品质和共产党员
的赤子之心感染着每一个参观者。

昌邑市抗战殉国烈士祠已成为党史党性教育基地。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