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3日，韶山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丹阳整理了下制服，只身前
往韶山烈士陵园，她要完成一次特
殊的案件回访。

严格说来，一天前，这座烈士陵
园还只是一座“纪念园”，其中并无
烈士墓葬。而12日，随着22名韶山
籍烈士骨灰安葬于此，烈士陵园真
正迎来了英雄归队。

韶山共青团组织最早的主要负
责人之一、曾协助过毛泽东开展农
民运动的贺尔康是本次“归队”的英
烈之一。1928年，他牺牲于长沙。
家乡百姓用银圆将他的遗体赎回，
他才魂归故里。可安葬至烈士陵
园，这条路，他“走”了整整94年。

从荒草丛生、墓碑无法辨别的
山间散葬墓，到苍翠环绕、集中安葬
的墓园，22位烈士的归队之路，丹
阳全程见证。她肃穆地在众烈士墓
前三鞠躬，完成了案件最后一次“回
访”。

犹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欢迎归队，从此不孤单。

久别·思念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
2020年下半年，韶山市韶山乡

一个山林中，一座“孤独”的墓碑前
有了久违的“热闹”。韶山市人民检
察院的检察官请村民带路，寻访这
座无人问津的坟墓。墓中安葬的是
烈士杨再麟，关于他的故事才得以
揭晓：出生于 1903年的杨再麟，18
岁就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0 年在湘乡县城被敌杀
害，牺牲时任中共湘乡县城前党支
部委员。

这是“潇湘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检察
官走访的第一座烈士墓。韶山这块
红色沃土，孕育了大量的革命志士，
但由于历史等原因，他们牺牲后的
墓葬保护并不如人意。在随后的走
访中，检察官发现韶山境内红色资
源保护存在管理不到位、修缮不及
时等问题，其中贺尔康、邹钧柯、钟
文华、钟义文、钟玉香等烈士墓地范
围及周边存在杂草丛生，墓碑、碑文
存污损等问题。

“经费、山地的权属这些困难显
而易见。”制发检察建议前，检察官
发现，无论修缮还是迁葬烈士墓，都
存在不小的实际困难。送达检察建
议书只是形式，最终的落脚点还是

“不让英烈被遗忘”。为此丹阳和同
事搜集、学习、借鉴全国各地的散葬

管理经验做法，走访湖南省韶山管
理局、韶山市文化体育局、韶山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等多家单位，查阅档
案、走访村民、建立台账，全面普查、
摸底，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发现问
题线索，为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
案件的办理打下坚实基础。

2021年 6月，韶山市人民检察
院联合长沙军事检察院，公开宣告
送达检察建议书，督促韶山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加强对革命先烈纪念设
施等红色资源管理维护。韶山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在接到检察建议后，
对全域范围内的烈士墓进行了彻底
摸排，将属于“从未修缮且破败不
堪”的杨再麟、贺尔康等烈士墓，作
为第一批启动修缮、迁葬的散葬
墓。同时，按照“应迁尽迁”的原则，
在充分尊重烈士家属意愿的前提
下，韶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乡
镇对韶山境内的零散烈士墓摸底核
查，并开展集中迁葬。

重逢·怀念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
5月 12日，韶山市散葬烈士集

中追思仪式在湘潭市殡仪馆举行，
湘潭市殡仪馆 87位工作人员参加
仪式，其中有32名党员。

此次由市殡仪馆集中火化并举
行追思仪式的烈士共有22名，他们
牺牲时年纪最大的40岁，最小的16
岁，而其中还有 8位牺牲于抗日战
争中。但他们的个人信息都已无从
查证，早年同葬一坑，如今也只能

“共眠一穴”。
刘思源是市殡仪馆的金牌司

仪，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担任此次
追思仪式的司仪，让他心潮澎湃，为

此他和同事一遍又一遍地演练，一
次又一次地核对，希望每个环节都
能尽善尽美，“这不仅是对职业的尊
重，更是对烈士的无限崇敬。”

全体人员行三鞠躬礼，向此次
22名烈士及所有为家国安宁而英
勇捐躯的先烈们致敬。随后，参加
仪式的人员依次向烈士告别，为烈
士敬献鲜花，表达深切哀思和敬仰
之情。最后，礼兵护送着覆盖鲜艳
五星红旗的烈士骨灰盒至韶山烈士
陵园集中安葬。

为了举办此次追思仪式，湘潭
市殡仪馆安排专人制定与执行方
案，派出 6台殡葬遗体专用接运车
将分散在各个乡镇的烈士遗骸接至
湘潭市殡仪馆，再由专人进行遗骸
整理并火化。市殡仪馆还精心挑选
了骨灰盒，在烈士遗体火化后，装盒
放入地葬宫骨灰寄存处暂存，在存
放前还派专人对烈士格位彻底清理
消毒。追思仪式作为本次最隆重的
部分，市殡仪馆从会议厅的布置，到
会场相关材料购置、摆放等，都力求
精益求精，同时聘请了专业设计团
队为整体设计提供技术指导，“小到
一盆花的摆放位置，视频中一个字
体设计，礼兵人员站位，送葬人员路
线等，我们都再三斟酌，这是我们殡
仪馆建馆以来举办的最高规格的仪
式，也是为了让英烈享受至高荣光，
以此表达我们最高的敬意。”相关负
责人表示，借由这场追思会，殡仪馆
希望能教育党员干部，激发工作热
情，投身为群众服务的本职工作中。

再见·纪念

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
5月 12日 10时，韶山烈士陵园

里庄严肃穆。礼炮齐鸣，礼兵排着
整齐的队列，将烈士骨灰护送至墓
位安葬。

“亲爱的爷爷，当年你们抛头颅
洒热血，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在敌人
的严刑拷打下，都不透露半句党的
机密，我一定继承您的遗志，为振兴
中华民族，为人民谋幸福继续发挥
余热。”钟文华烈士的孙女钟大蔚
说，能亲眼见证爷爷迁葬至烈士陵
园，是家族的荣光。

民兵李文是本次护送烈士的礼
兵，“捧起骨灰盒，我深感手中的份
量，正是因为无数英雄烈士的牺牲，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
退役军人，同时也是韶山基干民兵，
我将尽我所能为韶山地方建设献出
自己力量。”

这场散葬烈士墓追思、集中迁
葬仪式，是韶山在《韶山市红色资源
保护和利用实施方案》出台后规模
最大的一场活动。早在去年 6月，
送达检察建议书后，韶山市人民检
察院就以革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为
切入点，结合韶山红色资源保护利
用大局，向韶山市委提交了《关于韶
山市红色资源保护问题的调查报
告》，从改变管理模式、完善管理机
制、多元筹措资金、注重开发利用等
方面提出了建议，得到了韶山市委
的认可。随后，《韶山市红色资源保
护和利用实施方案》出台，各项工作
分解任务正在逐一落实中。

去年 9月，由退役军人事务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十大
典型案例中，韶山市人民检察院办
理的这起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成
功入选。检察官丹阳作为土生土
长的韶山人，她有欣慰更倍感责任
重大，而她和同事共同守护“英烈
红”的工作“未完待续”——目前正
联合相关部门在韶山烈士陵园筹
办展览馆，馆内将设立红色资源保
护公益诉讼展示区，“各部门契合
时代主题并形成合力，贡献各方力
量共同守护韶山的'英烈红’，这是
我们的最好的纪念方式。”丹阳说，
展示区建成后，她希望能担任义务
讲解员，讲述这段英雄“归队”路上
的故事。

在岳塘街道菊花塘社区菊花塘小
区，有位“辣利婆”：无论是邻里纠纷、
夫妻吵架、疫情防控……她都要“管”，
大家也都乐意她“管”。“搞不赢就喊我
咯，我保证帮你解决。”这是她的一句
口头禅。因为她的直爽热情，她被小
区居民亲切地称呼为“董姐”。

“董姐”名叫董载德，今年 71岁，
是原岳塘百货大楼的经理和工会主
席，党龄 43年。退休后，她本可以在
家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但董载德却
让自己更“忙”了，每天不是在做公益，
就是在做公益的路上。“咱们现在过得
好日子都党给予的，我必须回报社会，
为大家伙做点实事，心里才踏实。”董
载德说。

调解纠纷的“能手”

家住菊花塘小区 9栋的曾娭毑和
杨娭毑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此前，曾
娭毑家漏水导致杨娭毑家墙壁发霉，
杨娭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曾多次上
门沟通，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双方的
关系也越发紧张。

董载德知晓情况后立马联系了物
管并组织双方到现场查看情况，确认
是曾娭毑家管道漏水，才导致杨娭毑
家卧室、大厅墙壁出现大面积发霉，卧
室衣柜被泡坏。对此，董载德建议，重
新安装新水管，双方列出费用清单，厘
清责任，协商分摊费用。“我知道您老
人家舍不得钱，但是这管道漏水，不但
您自己受影响，别人也过得不舒坦，这
问题肯定得解决。”经过多次上门走
访，双方最终同意协商解决。

凭着“一碗水端平”的智慧，董载

德成了小区调解纠纷的“能手”。垃圾
乱堆乱放，她就挨家挨户打听，找到责
任人及时处理；公共空间被私人占领，
她就与业主说情讲理……在这位“辣
利婆”的帮助下，小区秩序井然，邻里
十分和谐。“只要大家伙开心，我的努
力就值得。”董载德说。

独居老人的“暖心姐妹”

菊花塘小区有一位七旬老人罗敢
珍，身患老年痴呆症、糖尿病等多种疾
病。自 2021年 10月，老人的儿子突发
心脏病去世后，罗敢珍的病情愈发严
重，经常犯糊涂。今年 2月 4日，罗敢
珍独自外出时发生车祸，手臂、肩膀多
处骨折。董载德获悉她的情况，二话
不说，经常拎着自制点心、瓜果、牛奶
去看望罗敢珍，陪她聊天解闷。

“儿子虽然不在了，但是你还有媳
妇和孙子，你要多想想他们。”“你现在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我今天炸了粗粮饼，快趁热吃！”……
董载德的乐观豁达，让罗敢珍深受感
染，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不久便痊
愈出院。

4月 30日，罗敢珍再次犯起了“迷
糊”，冒着大雨从家里跑出来要去银行
取钱。董载德恰巧在小区撞见了她，
急忙拽着罗敢珍往自己家里跑，给罗
敢珍换上干净衣服，还帮她吹干头发、
打热水泡脚。“我估摸着她是要去银行
取工资，老人家把钱看得重，你赶快
来！”董载德赶紧将情况告知了罗敢珍
儿媳，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罗敢珍儿
媳连声道谢。“应该的！”在董载德看
来，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本报讯（湘乡记者站 何兴安 通
讯员 肖晔）湘乡市金薮乡金薮村80岁
的老娭毑李清桃，上个月有了人生第
一份工作：在家门口的槟榔加工厂打
工。昔日愁眉苦脸的老上访户，变为
笑意盈盈的上班族，得益于“心连心走
基层、面对面解难题”活动的深入开
展。

5月 11日，我们见到李清桃时，她
身穿工作服，正在工位上熟练的“挑子
去核”。看到老板易政走过去，她停下
手中的活，站起来朝着易政竖起大拇
指。当得知她前一天的计件工资有45
元时，老人的脸上笑开了花。

李清桃的人生际遇令人唏嘘。三
个儿子中，有两个意外离世。因为一
件解不开心结的陈年往事，这些年来
她要么在家里种田，要么奔波在上访
的路上。日子越拖越穷，怨气越积越
深。

“心连心走基层、面对面解难题”
活动启动后，金薮乡党委创新思路，推
行“小网格”“小分队”“小恳谈”“小心
愿”和“小项目”的“五小”工作法，从小
处着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该

乡党委副书记谭维在跟李清桃恳谈
时，了解到她想赚点钱贴补家用的想
法后，决定想办法帮她实现这个“小心
愿”。

此时，易政正好应金薮村“两委”
的邀请，成立益达科技有限公司，在一
片荒山上建起厂房加工槟榔。谭维在
走访时，得知易政正为招工难而发愁，
他就推荐了李清桃。厂里只招55岁以
内的工人，80岁了怎么行？易政有些
犯难。金薮村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后，
以村委会的名义和益达科技有限公司
签了一份担保协议，实现了李清桃的
上班梦。

有了工作，生活就步入了正轨。
李清桃每天步行 10多分钟上下班，洗
脚进厂过上了新生活，她脸上的笑容
也多了起来，逢人就说，“乡干部好，易
老板好”。

易政告诉我们，公司有130多名工
人，其中有不少残疾人、脱贫户，大多
是乡领导、村干部推荐的。据介绍，

“五小”工作法推行以来，金薮乡已成
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5起，解决助学、
助残、助老、就业等问题20余个。

瞧，八旬娭毑的新生活

“在家吗？来看看您。”
“在的，随时欢迎。”
确定访问对象在家后，曹梦瑜马

上与社区联系。随后，她带着两名大
学生志愿者来到位于湘钢葩塘小区的
刘大爷家中。

“这俩小伙子都是湖南电气职院
的学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喊上
他俩。”

“感谢社区的关心，谢谢曹老师惦
记！”刘大爷连连抱拳。

刘大爷退休多年，女儿在香港，老
伴去年过世，一人独居。这样的老人，
是曹梦瑜的重点关注对象。

今年，岳塘岭社区以岳塘街道侨
联“11点问候”工作制为契机，打造“曹
梦瑜工作室”，开展多项侨属侨眷关爱
服务。工作室成员包括社区工作人
员、社区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

“曹姨来当这个工作室的牵头人，
是众望所归。”社区侨干介绍，曹梦瑜
是日本侨眷，退休教师，任社区侨联主
席多年。她热心公益事业，群众基础
好，思维清晰敏捷，80岁的她一点也不
显老态。

何为“11点问候”？曹梦瑜介绍，
工作室成员每天上午11点联系或上户
走访社区空巢、孤寡、高龄归侨侨眷，
问健康、问现状、问需求，将侨属侨眷
动态情况向社区党总支反馈。

76 岁的陈碧云夫妇，儿子常年
在法国。工作室成员在一次电话访
问中了解到，他们的儿子在湘潭购
置了一处新房，因漏水问题，与开发
商产生争议。陈碧云夫妇年事已
高，工作室成员便主动代劳跑腿，多
次与开发商和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
商，最终促成该问题的解决。夫妇
俩十分感激。

“大部分情况下，居民都很配合，
但也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曹梦瑜介
绍，目前社区有侨眷 46人，年龄偏大。
有的老人不方便接电话，必须上户走
访。警惕性较高的，以为是诈骗电话，
一打过去就被摁掉。

好在，一段时间下来，侨属侨眷对
工作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工作开展
起来也比之前顺畅多了。

“儿女们用不着我操心，趁身体还
硬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曹梦瑜说。

11点，有位老人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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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下楼梯时，喻合军总
是先迈左脚再收右脚的习惯，我们
很难看出他与常人有何异样——创
业初期，他因一场车祸致使右小腿
截肢。

如今，他在韶山市杨林乡创办
的腊制品厂年产值达 1400余万元，
吸纳了一批残疾人和贫困户就近就
业。他以自身经历激励残障人士奋
斗谋生，尽己所能帮扶弱势群体，走
上共同致富的路子。只因为一句话
——“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
撑把伞。”

“脚残，志不能残”

2003年，喻合军所办的腊制品
厂正处于起步阶段，资金、技术和人
力都非常紧缺。还没能与创业初期
的艰辛争出个高下，一场车祸带走
了他的右下肢。从此，喻合军只能
靠假肢行走。

作为公司“领头羊”和家中的顶
梁柱，喻合军根本没有时间消沉。
还躺在医院病床上，他便忍受着刚
截肢的剧痛，接打电话，安排生产、
做好客户沟通。出院后，他拄着拐
杖进车间搞生产；销售跟不上，他又
亲自跑去湖北、广东的各大城市联
系业务。

问他痛吗？“痛啊，走一步、痛一
步。”可就算假肢把腿部截面常常磨
得血肉模糊，他也一声不吭、咬牙坚
持。

收验原材料、巡查生产线、联络
客户拓展销售渠道甚至送货，从早
上6点到晚上6点，喻合军总是忙个
不停。这些年来，在朋友圈中，他的
微信运动步数长居前列，下万步的
日子极少。他总说：“干实业，就必
须得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哪管你是
不是个残疾人呢！”

凭借惊人的毅力，６年后，喻
合军的公司终于解决了资金紧缺
问题，打通了销售渠道，同时扩建
了厂房，购进了一批先进机器设
备。随着技术力量的增强，公司产
品质量也不断提高，赢得了大批消
费者的信赖。2015年，喻合军将自
己创办的腊制品厂更名为韶山市
韶新食品有限公司，并再次扩大生
产。2021年，公司年产值达到 1400
多万元。

那些没能打倒喻合军的困苦，
最终成为了他的“功勋章”。这几
年，他的公司先后获得“质量信得过
单位”“诚信经营之星”“湘潭市残疾
人自主创业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他本人也获评湘潭市“残疾人阳光
致富带头人”，成了当地的“名人”。

“弱势，并非弱者”

随着的生意慢慢红火起来，喻
合军却开始思考其他的事儿。“我自
己能够体会到身体残疾对生活工作
带来的不便，深知残疾群体的不容
易。”喻合军说。

他为此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招
工优先考虑残疾人，根据他们的残
疾类别和等级，为他们提供技能培
训、安排合适的岗位，优先指导服务
残疾人家庭。如今，韶新食品有限
公司拥有员工 20个，其中残疾人 8
个、精准扶贫户1人，其他11人都是
60岁左右就业困难人员。

“我命好，碰到了一个好老
板！”村民李文辉在这里稳定工作
已经 3年。多年前他在外务工时，
两只手的大拇指被机器截断，身体
残疾后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
作。喻合军主动找上门，诚恳邀请
李文辉到公司上班。“平均每月能
领到 3000多元工资，离家也近，对
于 60岁、身体有残疾的我来说，不
能更好了。”

喻合军还经常以自己亲身经
历，鼓励和激发残疾人和贫困人群
的生活工作热情，让他们重新燃起
生活的希望。

村民蒋奇志在外打工负伤，不

幸锯掉右下肢，意志消沉。喻合军
得知后，一有时间就去他家开导，讲
自己过去的经历，鼓励他到自己的
公司工作。

患有精神类疾病的蒋国任十
多年没从事劳动生产和外出打
工，一直把自己封闭在家里，依靠
60多岁的父母供养着。喻合军主
动带他去医院做精神类残疾鉴
定，申请残疾证，争取优待，缓解
家庭压力。

蒋卫兵夫妇都是持证残疾人，
又是精准扶贫户。喻合军主动向政
府部门申请成为其结对帮扶对象
将，定期家里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并每年送去慰问金。

近几年，年近 60的喻合军慢慢
将公司交给儿子打理，自己也没有
闲下来，而是奔走在公益一线，累计
捐助爱心款项 20多万元。为了带
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他还
在村上自发成立了一支文明志愿队
并担任队长，专注于人居环境整治、
扶贫济困、关爱留守儿童等志愿活
动，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从当初遭遇命运玩笑的不幸
儿，到如今为别人“撑伞”的人，喻合
军说，“最重要的是，这一切能够让
更多残疾人看到，他们虽是弱势群
体，但并不是生活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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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淋雨人成为撑伞者
——肢残农民创业者喻合军的共富梦

本报记者 郑镱慧子

英雄“归队”之路
——韶山22名烈士散葬墓集中迁葬实录

本报记者 赵明 吴珊 实习生 刘婧怡 通讯员 庞旺

礼仪人员护送烈士遗骨启程前往韶山烈士陵园。（本报记者 罗韬 摄）

晚睛晚睛

身边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