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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7月15日电 在
河南新县郭家河乡土门村，有一
座前后五间瓦房组成的院落，每
年都会有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学
习。这里就是抗日虎将叶成焕的
故居，瓦房内的展板上记录着叶
成焕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叶 成 焕 ， 1914 年 出 生 ，
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他先后
任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
长、师政委等职，率部屡建战
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虎将。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
担任八路军第129师 386旅 772
团团长。1938年2月至3月，他
率部参加了长生口、神头岭、响
堂铺等战斗，有力地打击和钳制
了日军，为创建晋东南抗日根据
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 4月 16日晨，山西
武乡的长乐村战斗打响，叶成焕
率第772团与兄弟部队一起将东
撤的日军截为数段，压缩到狭窄
的河谷里。战斗一直持续到傍
晚，八路军共歼敌2200余人。

这时，有千余敌人从辽县来
援。鉴于全部歼灭该敌已无把
握，上级决定以一部分兵力迷惑
牵制敌人，主力立即撤出战斗。
叶成焕接到命令后，一面指挥部
队打扫战场，装运战利品，准备
撤离；一面跑上一个高坡，观察
敌人增援部队的情况，完全把自
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突然，一颗
子弹射中了他的头部。18日凌
晨，叶成焕壮烈牺牲，年仅24
岁。

新中国成立后，叶成焕的遗

体迁葬至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
烈士陵园。

在叶成焕的家乡，鄂豫皖苏
区首府烈士陵园建有他的衣冠
冢，方便家乡人民前来祭奠。在
烈士陵园的烈士纪念馆，其英雄
事迹鼓舞着无数前来参观的人。

“叶成焕牺牲时那么年轻，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用烈士们
的鲜血换来的，我们
应该更加珍惜。”带着
孩子自驾来新县接受
红色教育的河南信阳

市民胡洁说。
现在，叶成焕的部分后人依

然生活在土门村，守护着故居，
讲述着叶成焕的英雄事迹。

“从小就听爷爷讲我曾祖父
的故事，我要学习他的精神，不
畏牺牲，勇当先锋，守好祖国的
每一寸土地。”已是一名军人的
叶成焕侄曾孙叶文文说。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复兴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抗日虎将叶成焕：不畏牺牲杀敌寇

记得他做过的事 就是最好的纪念
——送别“最美柳州人”蒋己农

“公益小哥走了，一路走
好！”

“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
大爱温暖人间！”

“平凡的人，闪耀的光！”
14 日中午，不少市民转发

了“最美柳州人”蒋己农遗憾
离世的报道，并留下深情的感
言，对这名通过收废品来帮助
他人的“公益小哥”表达敬意
和不舍。

○○全媒体记者 周仟仟 李汶璟

怀念他的人来送他最后一程

15日上午11时，蒋己农的遗体告别
仪式在市殡仪馆举行。告别的人群中，有
他的亲朋好友，有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
也有与他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大家从四面
八方赶来，只为送他最后一程。

“蒋先生生活在我们当中，内心却自
有他的一片天地……”告别仪式上哀乐低
回，司仪缓缓念出悼词。但700多个字的
悼词根本道不完蒋己农的故事。最后的告
别时刻，大家排队向蒋己农鞠躬致敬，不
少人红了眼眶。

回忆起与蒋己农的交往，好友赵艳华
忍不住哽咽。“我和老蒋住得很近，有时
候他看见我们在搬东西，立马就会过来搭
把手。”赵艳华说，这样的“搭把手”，老
蒋做过无数次，对于他的离开，真的特别
不舍。

“想不到。希望他一路走好！”市民
李芳曾和蒋己农一起参加过公益活动，得
知蒋己农离世的消息，她感到非常突然和
惋惜。

当代诗人臧克家在 《有的人》中写

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
死了，他还活着。”对于网友“追梦”而
言，蒋己农就是一直“活着”的人。

“仍记得11年前，从电话里传来的
声音，‘我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所以知道
他们的不容易，想和你一块去村里看看
……’”网友“追梦”说，一张报纸把他
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坐上了同一趟班车，
同行在同一条公益之路上。“从新闻上得
知，这样的事你还做了很多次……”“追
梦”说，他会一直记得这位“公益小哥”
推着小车行走的身影。

“尽己所能，能帮就帮”是他的信念

2006年，蒋己农从老家来柳，靠回收
废品为生。刚开始，蒋己农的生活很拮
据，有时连房租都交不起。但面对他人需

要帮忙时，他总是尽己所能，能帮就帮。
对那个时候的他来说，力气是最宝贵

的资源，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在生活
中热心助人。为了能帮助更多人，他还在
拉货的三轮车上挂上横幅，横幅上写着

“能帮就帮”“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帮
助”等内容和他的电话号码。

一张张旧报纸、一个个空瓶子、一件
件旧家电……蒋己农用自己的双手支撑着
家庭。生活条件好一些后，他便开始出力
又出钱。《柳州晚报》爱心档案栏目报道
的求助者，都是他关注和帮助的对象——

2013年2月，蒋己农到医院看望一名
患重病的初中生，留下 200 元；同年 3
月，他带着儿子到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村
看望一名重伤的妈妈，又留下了400元；
2014年，蒋己农为一名被开水烫伤的女孩

送去牛奶和400元；2015年柳州晚报组织
开展“六一”圆梦活动，他捐出200元。
此外，每年柳州晚报组织的百家年夜饭爱
心活动，蒋己农的爱心也从未缺席……多
年来，他伸出的援手、行过的善举，不胜
枚举。

为何总想着帮助他人？蒋己农这样说
过：“别人有困难，帮多帮少都是心意。”
话语虽然质朴，却无比动人。蒋己农的善
举在街头巷尾传扬开来，2015年，他荣获

“最美柳州人”称号。

生命最后时刻还想着帮助他人

不幸的是，今年4月蒋己农确诊胃
癌，不到一个月就瘦了10公斤。他患病
的消息传出后，不少爱心人士上门看望
他，并伸出援手帮助他。

这些爱意，给予了患病的蒋己农莫大
的鼓励。入院、出院回家、再次入院……
3个月来，蒋己农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
积极面对疾病。

令人遗憾的是，蒋己农的病情发展迅
速。7月13日，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5
岁。

斯人已逝，其音犹在。“当你们读到
这些文字时，我已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
程。”蒋己农在遗言中写道：“请不必为我
的离开悲伤太久。若你们还记得我爽朗的
笑声、做过的事以及我对柳州做出的贡
献，这便是对我最好的纪念。”

瘦弱的臂膀并不宽厚，日子也过得困
难拮据，可蒋己农总会默默伸出助人的双
手，直到生命最后时刻。弥留之际，他叮
嘱儿子蒋淼，把治病购买的护理床、制氧
机、轮椅等设备送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公益小哥”蒋己农虽然已经离开了
我们，但是他乐于助人的精神还在。“父
亲生前常说，受人之恩，当以心报。”蒋
淼表示，他会接过父亲的公益接力棒，继
续帮助他人，回报社会。

蒋己农（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