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水不忘挖井人

上世纪70年代，荣河的集体经济以
保温建材业为主。那时的保温建材生产
虽不具规模，但为后来荣河人的腾飞奠
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后，借助集体
经济的经验，荣河的坑西村、庙前村、宝
井村、荣河村等地村民，开始在全国推销
保温建材、防水建材，后来延伸到生产外
加剂。

再后来，越来越多的荣河人走出穷
窝窝，在全国建设防水建材厂和外加剂
厂，甚至把产品推销到了国外。这些人的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闯出了自己的一片
天地。

单就荣河村人的富有，当地的一句
顺口溜这样形象地描述：“下了谢村坡，
工厂赛猪窝，一根棍棍一口锅，一夜就是
一万多。”

“这句顺口溜描述的还是改革开放
初期荣河村的发展情况，如今，别的村也
发展起来了。”荣河镇副镇长李毅说。

近年来，荣河镇认真贯彻落实万荣
县委、县政府“构建现代农业高质高效示
范带”战略部署，探索出“坡上花椒坡下
稻，坡间点缀麦葡桃”的农业产业格局。

东部坡势较大，就发展花椒 2900
亩；

中部地势平坦，就发展粮食作物
4.8万亩、葡萄3500亩、桃果8000亩，并
在周王村建成荣河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滩涂地平水丰，就发展水稻 1.7 万
亩、莲菜 9000 亩，并招商引资建成龙门
鲤水稻加工有限公司……

结合全镇农业资源的分布特点，荣
河镇党委、政府因地制宜，促成产业连线
成片、聚点成群、优化升级，农业发展雏
形凸显，农民增收更有保障，乡村振兴稳
步前进。

吃水不忘挖井人，富起来的荣河人
始终无法忘怀的是那群为解放荣河而牺
牲的烈士。

荣河人无论在全国建多少厂、离家
多远闯事业，也不会忘记，给他们强烈发
展信念的是那群安息在荣河的烈士。他
们不能对不起这些人用热血换来的和
平。

浴血奋战解放荣河

荣河镇是原荣河县城所在地，距镇
西南10里黄河岸边的庙前渡口，自古为
兵家必争之地。

1947 年 4 月初，我晋冀鲁豫野战军

趁蒋介石调晋南国民党主力向陕甘宁边
区进攻之机，向晋南敌军发起进攻，4纵
10旅在旅长周希汉的指挥下，一路夺关
斩将，兵锋直指晋南重镇荣河城。

彼时，荣河城雄踞晋西南黄河岸边，
四周虽无任何屏障，但城防工事坚固，碉
堡林立，环城有宽5米至10米的护城河，
并设有鹿砦、铁丝网，易守难攻。我攻城
部队在山炮部队的配合下，先后发起3次
攻击。

今年89岁高龄的荣河镇荣张村村民
苏永法，当年是儿童团长，他亲身经历了
那场战斗，对那段历史他记忆犹新：“晚
上我遇到3名解放军战士，他们一天没吃
饭了，我家人就给他们做了面条，临走
时，他们还不忘给我们留下米票。”

战至最后，我攻城部队逐街逐巷争
夺，毙敌 200 余人，俘敌 500 余人，荣河
县宣告解放，我攻城部队也有70多人壮
烈牺牲。

当时，苏永法配合解放军埋葬了这
些烈士，他回忆道：“大部分烈士连棺材
都没有，就匆匆埋在我家后面的荒地里。
每位烈士在埋葬时，用帽子盖住脸，身边
放有一个写着牺牲者姓名、年龄、籍贯、
编号的纸牌，以方便其后他们的家属来
辨认。”

战后，部分烈士遗骨由亲属收殓后
安厝到家乡。

1952 年，荣河县政府在建设烈士陵
园时，将剩下的32位烈士遗骸重新做棺，
迁于荣河县城北新建的烈士陵园，并将
墓位图及烈士姓名、籍贯、原部队番号等
资料留存在县民政局。从那时开始，这座
烈士陵园就成为当地爱国主义和革命历
史传统教育之地，不时有群众自发前来
扫墓祭奠。

1954 年，荣河县与万泉县合并，32
位烈士的资料未及时转入合并后的万荣
县档案馆，不慎丢失。2006年，因发展建
设，32位烈士遗骨被迁到离荣河镇七八
里外的郑村南坡陵园。

因该陵园位置偏远，给人们凭吊、瞻
仰带来诸多不便。

11位老人助力陵园建设

看到荒凉冷清的烈士墓地，当时的
苏永法老泪纵横。

回忆起那时的场景，他感慨地说：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们用鲜血与生
命换来的，我们不能忘却历史，一定要让
后辈人常常祭奠、常常怀念。”

苏永法下定决心筹建荣河烈士陵
园。

2015，苏永法的善举得到了刚刚上

任的荣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樊
英俊的重视。

很快，由苏永法、邵志强（已故）、王
志虎、樊进全、樊英俊、樊晋宝、樊武安、
樊小保、薛德朱、关建中、冯世午等11位
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组成的志愿小组
成立，共同呼吁建设烈士陵园。

最终，他们用一次次奔走和真诚赢
得了政府的支持，万荣县委、县政府规划
审批出专项用地，并给予资金支持。

2016 年 2 月 26 日，在万荣县委、县
政府的支持主导下，一座新的荣河烈士
陵园破土动工。

那些日子，工地上热火朝天。
樊英俊和荣河村党支部一班人坚守

在工地上，加班加点；许多村民义务到工
地参加劳动……

短短 6 个月时间，在荣河镇核心地
带，就建成了一座高标准的烈士陵园，陵
园包括广场、展览馆、中央大道、四季花
台、寓意 1947 年荣河解放的 19.47 米高
的纪念碑等。

当年 9 月 30 日，烈士公祭活动隆重
举行，许多人甚至不远万里返乡祭奠、缅
怀先烈。荣河镇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迁葬
仪式，除迁回32位烈士遗骨之外，还迁回
14位荣河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其
他时期牺牲的烈士遗骨。

从老人的讲述中能感受到，那段岁
月承载着当地人对烈士最深切的缅怀和
崇敬，他们用自己的义举和深沉的烈士
情结，建立起守望初心的一座精神丰碑。

多方奔走为烈士寻亲

当村民沉浸在陵园重建工程竣工的
喜悦中时，这些老人的心中却有着丝丝
的遗憾和落寞——70 年了，很多烈士始
终没有家人来陵园祭奠，他们的亲人不
知身在何处。

为了让这些烈士“有家可认”，这群
老人在 2017 年又踏上了自费寻找无名

烈士亲人的路。
“当时跟解放军战士接触，我只知道

他们来自晋南一带，具体哪个乡镇哪个
村并不清楚。”苏永法说。

虽然掌握的资料寥寥无几，但这些
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三老”群体没有
气馁，他们怀着一定要为烈士找到家人
的坚定信念，多次去外地探访。

最初，他们也遭到各种质疑和不解，
但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
理解了他们的善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支持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足迹覆盖曲沃、侯马、翼城、
沁水、阳城、泽州、高平、陵川等县（市）的
10 多个乡镇、20 多个村庄。劳苦奔波
6000 余公里，他们到部队细查史料、进
民政部门翻阅档案、入村户走访群众百
姓，最终找到了32位烈士的档案资料和
部分烈士的后人。

2019 年 1 月 16 日，“2018 感动山西
国防动员新闻人物”在山西省军区军人
俱乐部揭晓，山西省8个个人及群体荣膺

“2018感动山西国防动员新闻人物”。其
中，万荣县荣河烈士陵园志愿者群体名
列其中。

如今，荣河烈士陵园已成为万荣县
和运城市红色教育的一个亮点。

每逢清明和重要纪念日，周围的群
众和学生都会自发前来祭扫烈士，而荣
河镇各村村民也争相承担购买祭扫鲜花
的任务。

“烈士有了安息之地，找到了亲人，
我的心也就放下了，不然我真的死不瞑
目。”苏老的话语虽然朴实，但却承载着
荣河群众执着的守望，用生命追忆和守
候烈士的最深情怀。

在这群老人和村民身上，我们反思，
今天缅怀革命先烈，不但要瞻仰他们的
事迹，还应用最纯真的爱守护祖国的和
平、用最坚韧的意志开拓发展局面、用最
真挚的行动留住他们的遗迹、用最真诚
的心弘扬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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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河烈士陵园：守望初心的一座精神丰碑

4月1日，踏入位于万荣县荣河
镇荣河村的荣河烈士陵园，拾级
而上，两侧松柏挺立、绿意盈盈；
冰清玉洁的玉兰花俏立枝头；绽放
的海棠花红得耀眼；牡丹还在孕育
着花骨朵。

在松柏、鲜花的尽头，伫立着一
座高大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后是为
荣河解放献身的烈士和荣河在外牺
牲烈士的墓地。

一座座墓碑前，鲜花萦绕，寄托
着后人对烈士的怀念、承载着生者对
逝者的哀思。

很难想象，几年前，这些烈士的
遗骨还被埋在偏远的山坡上，人们扫
墓、凭吊极不方便。

而力促这一改变的是荣河镇的
一群老人和村民，他们东奔西走众筹
烈士陵园，用生命守护革命先烈，让
历史铭记在周边村民的心底。

□记者 冯杨婕

▲巍峨雄伟的荣河烈士
陵园

◀苏永法等老人讲述陵
园建设的故事

记者 张国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