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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老人筹建烈士纪念馆

11月11日，许昌，雨雪交加。
许昌县榆林乡一中一角，一条横幅悬

挂在两棵树之间，随风摆动。前方，是一个
四五米见方的大坑，横幅上写着“榆林革命
先烈纪念碑奠基仪式”，依稀还能够呈现出
几天前这里的热闹景象。那天，锣鼓喧天，
人头攒动，数百人聚集于此庆祝榆林乡的
一个历史时刻——榆林革命先烈纪念碑奠
基仪式，榆林乡唯一一个即将开工建设的
烈士纪念场所。

纪念碑只是规划建设的一部分，还将
建设一个展厅，展示榆林籍贯或者与其有
关的革命先烈的资料图片等。与其他纪念
馆的建设不一样，这不是政府行为，而是6
个榆林老人筹资建立的，朱清安就是 6位
筹建老人中的一个。

朱清安曾任榆林乡副乡长，退休10余
年，现任榆林乡关工委主任，经常组织离退
休老干部到周边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他说，平时他在组织老同志对青少年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发现青少年对革命
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缺乏深
刻认识。于是，他想到榆林是革命老区，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曾涌现出
刘昭平、萧朝（晁国庆）、李明灿等一大批革
命烈士，这些烈士的英勇事迹正是爱国主
义教育的好资源，是教育青少年的生动教
材。

榆林乡位于许昌县西南一角，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党的地下工作者到这个偏僻
的三县交汇处播下革命的种子，1926年，
中共豫中地区特委，曾以婚礼为名，在榆林
乡河沿周村周纪五家召开了郑州至信阳铁
路段各县党的代表会议，会后组建了第一
个“许昌西南乡农民协会”，购买枪支，建立
农民武装。在革命思潮的感召下，榆林乡
一批热血男儿、有志之士从这里走向革命
的征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宝贵的教育资源
可能会被埋没。这样不仅失去了教育青少年
的珍贵资料，也对不起革命先烈在天之灵。”朱
清安说。2008年11月的一次聚会上，朱清
安产生了建立革命教育基地的想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宝贵的资源可能会被埋没，
不仅失去了教育青少年的珍
贵资料，也对不起先烈在天
之灵”

最终确定建立革命教育基地是源于
2008 年底，河南省民政厅命名榆林乡为

“革命老区乡镇”。
朱清安和刘玉亭首先得知这个消息，

他们和其他4位退休老干部商议：“我们趁
身子骨还硬朗，应该把革命老区的革命事
迹挖掘、整理出来，让这些成为我们对下一
代进行爱国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题材。”

两人的提议深受大家赞同。从当年
12月起，他们便踏上了寻找榆林乡革命烈
士、军人英勇事迹的征程。

“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朱清安说，他们
6人平均年龄 73岁，其中年龄最大的赵林
广已经84岁，最小的也有72岁。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多次跑到许
昌市、许昌县仔细查阅《许昌市志》《许昌县
志》和很多文史资料。这期间，他们找到了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时期为
革命献身的13位烈士的资料。

“为挖掘材料，我们几乎跑遍了榆林乡
的所有村子。”朱清安说，有时为找知情人，
他们还不得不到外地去。他们几人曾多次
到周边的尚集镇、苏桥镇了解情况。

今年3月，朱清安在漯河市得知，榆林
89岁的老革命和跟林曾参加过百团大战，
八年抗日战争，他打了七年。老人在榆林
乡和阁村居住。第二天，他们就赶到和阁
村，找到了这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中多次立功的老军人，从他那里了
解了很多革命事迹。

老人们的脚步穿梭于榆林乡的每寸土
地，不断寻找知情人，了解有关革命烈士和
军人的英勇事迹，并进行详细记录。

“我们大都是骑自行车来回跑。”朱清
安说，一年来，他们几人跑过的路加起来少
说也有几千里。经过近半年的实地探寻和
查阅文史资料，一沓沓记满了新中国成立
前后榆林乡几十名革命烈士和军人热血壮
举的手稿被整理成册。

“现在整理成册的《革命先驱
溯源》已经过了我们 5次修改。”朱
清安说，稿子是他们中退休的老教
师朱清治主笔写的，几人的记录手
稿摞起来有十几厘米厚。

“现在我们掌握的榆林乡革命
老区革命英雄事迹，绝对是第一手
材料。”朱清安满脸骄傲地说。

尽管朱清安筹建革命先烈纪念馆的提
议得到了其他 5位老干部的一致认同，可
做起来并非易事。他们的想法首先遭到了
家人的反对。

“你净瞎操心，都七八十岁的人了还建
什么碑。”刘玉亭的想法遭到了子女的反
对。他的子女劝他，工作了一辈子，也该歇
歇了，何必再去找苦吃。

朱清治的子女同样反对。女儿问他：
“爸，你是缺吃还是缺穿？”

“我不缺吃也不缺穿。”
“啥都不缺，你还不好好享你的清福，

操这个心干啥？”
女儿的话让朱清治有点儿不高兴。
他反问女儿：“你知道抗日战争时咱榆

林乡牺牲了多少人吗？”
女儿没好气地回答：“不知道。”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像你一样不知道，
我们才要建烈士纪念碑。”朱清治狠狠地将
了女儿一军。

其他几位老人也都面临家人反对的压
力，但这阻挡不了他们建烈士纪念碑的想
法和行动。

“当知道我们6人要建烈士纪念碑时，
很多人都说是好
事，但也有人说
是‘瞎折腾’。”
朱清安说，“你
说 我 们 一 大 把
年 纪 了 ，图 啥
名 ？ 图 啥 利 ？
不 就 是 想 更好
地教育下一代。”

摆在朱清安他们面前的最大难题是
——资金从哪里来？6位老人每人捐出了
200元钱，并印制了“告全乡同胞书”。

2009年6月13日，烈日炎炎。老人们
手持“告全乡同胞书”站在烈日下，向来自
乡机关、各行政村的 200多名党员干部大
声宣读。

朱清安说，自己以前最厌烦求人办事，
但为了建成革命纪念馆，他决定求人，他找
到了以前的同事、朋友、熟人，希望能够提
供资金上的支持，甚至榆林乡每个行政村，
他们都去拜访，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他们的
想法，动员大家捐款。

近一年时间，老人们跑遍了全乡30个
行政村和各中小学进行广泛宣传，希望乡
亲们增砖添瓦，贡献一份力量。

老人们的努力也获得了积极的回应，
在成都建筑学院上学的朱超为他们设计了
图纸；有人免费为他们做了工程预算；一些
在外地工作的榆林籍人士纷纷回话，表示
愿意为家乡筹建烈士纪念碑出力……

老人们募集到了9万多元资金。
朱清安等 6位老人筹建革命纪念馆，

是镇子上近段时间最大的一则新闻，“那绝
对是个造福子孙，功在千秋的好事”，镇上
的人对朱清安的做法评价极高。

而也有人对此产生质疑，一位居民说：
“‘革命老区乡镇’是河南省政府授予当地
政府的荣誉，每个人都应该为之自豪，但
是筹建革命先烈纪念馆这样动则几十万
的工程，并不应该由民间来承担，而是政
府的职责。”

而在朱清安看来，此次筹建虽完全属
于民间行为，但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资金
支持。

根据规划预算，纪念碑和展厅总共
需要 20多万元，目前只筹集了 9万多元，
仅够建纪念碑的费用，“资金缺口还有一
半多。”

风雪突然加剧，远处已经模糊，看着记
者登上汽车，老人伫立在风雪中，一直目送
着我们……

“为挖掘材料，我们几乎
跑遍了榆林乡的所有村子”

“当知道我们6人要建
烈士纪念碑时，很多人都说
是好事，但也有人说是‘瞎
折腾’”

“筹建革命先烈纪念馆
这样动则几十万的工程，并
不应该由民间来承担，而是
政府的职责”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朱清安，河南省“革命老区乡镇”许昌县榆
林乡人，2008年开始，他和其他5位老人奔走
千里，搜寻散落在民间的各种革命故事，并四
处“化缘”筹建革命教育基地，他们想发挥“余
热”，建立一座革命先烈纪念馆，为大家展现曾
经的英雄人物及事迹，教育后人。老人们的壮
举在当地引起了一片叫好之声，但也有人认
为，榆林乡作为河南省命名的革命老区乡镇，
建立烈士纪念馆应该是政府的职能，老人们的
草根行为背后，凸显的是政府某些职能部门行
政行为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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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安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