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缅怀英烈 书写新时代史诗
今天是第九个国家烈士纪念日。株洲各烈士纪念园的墙碑前，人

们将用一束鲜花、一份缅怀，表达对英雄烈士的追思与敬意。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是现存的红色文化遗

址，是革命精神、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是激发

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我市整

修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迁葬入园散葬

烈士、保护红色资源，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

家园”。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

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

明天。对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有效整修和

管护，既是对革命英烈的告慰，也承载着对

国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任，意义深远。

回首来路，无数先贤英烈深明大义，毅

然完成历史交付的使命任务。展望前路，我

们这一代人更要通过触

摸历史、走近英雄，从倾

听 者 变 为 讲 述

者 ，从 参 与 者 成

为传承者，不

忘初心、肩负

使命，书写新

时 代 的 英 雄

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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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归队”
忠魂不泯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楚曈 刘平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从一叶红船到巍

巍巨轮，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一代代先烈前
仆后继。

烈士陵园作为褒扬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纪
念设施，每一次致敬英烈，是对初心的叩问，也是
精神的唤醒。

“9·30”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记者梳理我市
近年来建设、修缮烈士陵园和迁移散葬烈士情
况，讲述部分烈士陵园背后的故事，让人们了解
并铭记，以更好地继承烈士遗志，弘扬烈士精神。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95年前的南昌起义，以惊心动魄的时代伟

力，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为中华民族发

展进步探索道路，成为民族复兴伟大征程

上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

在原醴陵烈士陵园旧址，小小的山坡

上，有一处独一无二的战马冢。“可惜的是，

战马冢的墓碑上未能留有任何史记资料，

我们查询了醴陵县志也无任何收获。但不

能否定的是，它们曾经同样为共和国征战

沙场，并付出鲜血与生命。”醴陵市烈士陵

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醴陵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1 年 2

月，原址在城东狮子坡地子塘；1986 年因

城市规划扩建需要，搬迁至仙山北门（现

址）。占地 50 亩的陵园，青松翠柏，肃穆幽

静，建有牌坊式大门、停车场、左权纪念碑、

烈士墓地、烈士祭奠广场、革命烈士纪念

馆、醴陵烈士诗词碑廊等烈士纪念设施。

园内英名在册烈士 2298名，有抗日英

雄左权将军和同为我党三十六位军事家之

一的蔡升熙将军，有两封家书感动亿万中

国人的陈觉赵云霄夫妇，有蒋介石亲自三

次劝降未成“一死何足愁”的朱克靖将军，

有同李大钊一起上绞刑架巾帼英雄张挹

兰，有参加领导百色起义的红军将领李隆

光，有著名的腾冲战役抗日英雄远征军少

将李颐。

我市2658座散葬烈士
迁入烈士陵园

近日，鲜花簇拥下的株洲烈士纪念园

烈士纪念碑显得格外庄严，随着礼兵将覆

盖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凌桂生烈士棺椁缓缓

送入墓区，标志着我市城区散葬烈士集中

迁园工作全面完成。

3774处烈士设施焕然一新
“纪念园新建烈士墓区约 1000 平方

米、墓穴 42 个，去年以来园内已陆续迁入

35 位城区烈士遗骸。”株洲市烈士纪念园

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刘桂湘介绍。

园内的烈士英名墙前，千朵菊花沐浴

在灿烂阳光下典雅、芬芳。

“接下来，我处将积极推动市烈士纪念

园的扩园建馆项目，争取早日建成株洲烈

士纪念馆。“刘桂湘说。

自我市启动“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

设施整修工程”以来，集中迁移管护零散烈

士墓 2658 座，修缮烈士墓 1000 余座，3774

处烈士纪念设施面貌焕然一新。

数字化管理实现“一账清”
在醴陵，通过网址在烈士陵园公众号“陵

园服务”菜单下开发的“醴陵烈士墓总地图”，

网友在手机界面动动手指，即可通过烈士姓

名等信息进行搜索，找到烈士墓地信息。

“科技赋能数字化管理烈士纪念设施

后，各镇（街道）、村（社区）均能清晰掌握所

在地烈士纪念设施数量、位置等信息，方便

相关单位更好履行对烈士纪念设施的管护

责任，同时也为基层党组织提供了可进行

党日活动地点的信息。”醴陵市烈士陵园管

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各县（市）区均完成烈士信息收

集工作并建立电子地图，各乡镇建立的零

散烈士纪念设施数据台账，切实做到辖区

烈士纪念设施总体情况“一账清”，每个设

施动态管理保护情况“一账明”。

红色教育工作蓬勃开展
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范管理，不仅是

为告慰和守护烈士英灵，同样也是为了更

好庚续红色血脉，让英烈精神永绽光芒。

作为革命老区与红色热土，株洲早早

将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写入全市“十四五”规

划。蔡会文烈士纪念馆、攸县渌田北伐首战

纪念馆等一系列重点项目，不断丰富着全

市红色资源。

在醴陵市明月镇申明村，76岁的老党

员李祖明既是醴陵南四区烈士墓园的“守

墓人”，也是当地红色文化的义务讲解员。

“每逢重要节日，这里就成为了中小学生接

受红色教育的‘染坊’，就连长沙的中小学

校也会慕名而来。”李祖明说，该座烈士陵

园年均游客达 2.5 万人，陵园累计已开展

30余场“微党课”。

9月 28日，渌口区杨得志红军小学“英

语诵读红色经典”演讲比赛现场，朗朗童声

深情吟诵与传承着红色经典。

今年以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各县

（市）区通过不断提升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红

色教育功能，并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全

市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日常瞻仰等参与人

数已达到 80万余人次。

茶陵县烈士陵园：
全省最早的县级烈士陵园

茶陵县烈士陵园是全省建园最早的县

级革命烈士陵园。自 1952 年建园以来，陆

续有散葬烈士迁葬该园。

记者从茶陵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

到，1951年，中央政府“南方革命根据地访

问团”来到茶陵县城进行慰问。在访问团倡

议下，茶陵县委、县政府将第一、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场旧址：茶陵县城关镇

交通街西侧山丘辟为烈士公园，工程于

1952年 12月破土动工，1959年正式对外开

放。1978年改名为烈士陵园。

烈士墓区先后安葬了谭思聪、陈学道、

李炳荣等烈士。谭思聪是最早迁葬该陵园的

烈士。1908年 9月，谭思聪出生于茶陵县虎

溪乡唐家坳（今思聪街道思聪村）。1926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湘

赣边界特委委员、特委执行委员，赣西南特

委委员兼中共莲花县委农工部部长，中国工

农红军湘东独立师政治委员，湘赣独立第一

师政治委员等职。是湘赣边界红军的创始人

和领导人之一。1932年 1月2日，在江西永新

钱市街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4岁。

茶陵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

一。国民党反动派对茶陵人民进行屠杀，被

杀的革命者和群众达 57000余人。目前，登

记在册的革命烈士 5000余人。

陵园自建园以来，已先后建成革命烈

士纪念碑、纪念碑广场、烈士墓园、无名烈

士塔、纪念亭、纪念阁、革命纪念馆、烈士英

名长廊，以及茶陵苏区军民坚持武装斗争、

保卫苏维埃政权场景的浮雕等。今年 4 月

26 日，陵园举行烈士遗骸集体迁葬仪式，

有 168名散葬烈士集中归葬。目前，陵园内

共安葬英烈 595位。

醴陵烈士陵园旧址发现战马冢

醴陵烈士陵园旧照。

醴陵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供图

昔日“血染黄溪”地
今日建成烈士陵园

在茶陵县火田镇黄

草村一直流传着“血染

黄溪”的革命事迹，这里

曾被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性杀害 100 多

人。9月 27日，本报记者从茶陵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获悉，位于黄草村村委会附

近，一座新建的革命烈士墓园已经建

成。

黄草村所在区域东与江西莲花县

交界，曾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队伍

的重要活动区域。1930 年，黄草成立苏

维埃政府，成为当时茶陵地区最北边的

一个苏区。

茶陵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的资

料显示，1930年 10月 2日，八团地区的苏

维埃政府开展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活

动，所辖五个乡政府组织赤卫队、少先

队、童子团和各乡群众到黄草开庆祝大

会，当晚参与大会的各乡人员都留宿黄

草。不料凌晨时分，国民党反革命武装

七都支队和县保安团 200余人趁警卫连

奉命执勤未归偷袭黄草，包围了黄草苏

维埃政府。尽管苏维埃政府组织干部群

众奋力阻击，但无法突围，有一百多人

被杀害，22人负伤，上百人被捕。这是黄

草苏区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性杀

害人数最多、最凶残的一次反革命大屠

杀惨案。因惨案中，烈士鲜血染红当地

溪流，史称“血染黄溪”惨案。

优抚股工作人员介绍，在“血染黄

溪”惨案中，来自黄草当地的死难烈士

达 26人，其中 12名烈士的遗骸安葬在新

建的火田镇黄草村革命烈士陵园，另 14

名烈士因遗骸毁失，无法归葬。为纪念

那些无法确认姓名的烈士，陵园内还建

了一座无名烈士卧碑。

茶陵县火田镇黄草村新建革命烈士陵园。通讯员/供图

关王村烈士墓：
24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于此

在渌口区渌口镇关王村茅家坝港

河畔，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毛

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关王庙，与

株洲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革命烈

士纪念碑“比邻而居”，背后的革命事

迹，被当地居民代代传颂。

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一座跨茅家

坝港的小桥桥头，纪念碑后面山上有烈

士墓，一旁坐落着关王庙。纪念碑建于

1997 年，高 9.7 米、宽 2.4 米，寓意 1997 年

为悼念牺牲在关王坝处的 240余名革命

烈士而建。

关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第一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王庙是仙井乡

农民运动中心。1925年 9月，旷家喜等共

产党员，受安源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

关王庙一带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农会，

发展党员，并成立了株洲县（现渌口区）

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关王庙支

部，旷家喜任支部书记。1927年，毛泽东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曾经来到关王

庙，并在此召开农民运动会议。

“当时是骑马过来的，将马拴在庙

前面一棵树上。”73岁的唐辉兰回忆，她

的爷爷当年曾目睹毛泽东来到村里的

关王庙，并于当天离开关王庙。

“血流成河，河水被鲜血染红”，提

起纪念碑附近的关王坝，当地老年人、

中年人和年轻人均给出了同样的描述。

来自隔壁村的 44岁男子姚兆平回忆，年

少时经常听长辈们讲起革命烈士被刽

子手杀害的场景，令人痛惜。

纪念碑上的碑文记载，当地农民运

动曾多次遭遇挫折，但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奋斗不止、前仆后继。1927年 5月 21

日马日事变后，关王庙一带的党组织遭

到破坏，有数十人英勇就义，幸存党员

转入地下工作。1927 年 8 月，安源党组

织又派易足三、易学泳、李人桃回到此

地，举行醴陵年关暴动，成功的建立了

株洲县（现渌口区）境内的第一个苏维

埃政府。

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进行之时，湖

南省国民党清乡督办署从 1928年 4月开

始了大规模的“清乡”活动，对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仅关王坝，就有 240 多名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惨遭杀害。

渌口镇关王村，为悼念牺牲在关王坝 240 余名革命烈士所建的

纪念碑。 记者/刘平 摄

醴陵东岗烈士纪念碑：
村民自发捐款修建

位于醴陵市茶山镇的东岗烈士

纪念广场建于 2017 年，广场的烈士

纪念碑坐落于小村的金鸡岭山上。

沿着石阶走到尽头，一座高耸的纪

念碑映入眼帘；石碑的正面刻着“东

岗革命烈士纪念碑”9 个大字，下面

镶刻着“大革命”时期及抗美援朝时

期牺牲的 26位烈士名字。

纪念碑旁有纪念亭。亭廊密密

麻麻写满了 26 位烈士的英雄事迹，

而烈士碑林前一排排刻着烈士姓名

的黑色墓碑，整齐地立在野草中，无

声地诉说着烈士往事。

“烈士广场占地 1000平方米，广

场的烈士纪念设施由村民自发捐款

所建，绿化则由烈士后人阳建业等

人捐赠。”东岗村有关负责人介绍。

夜幕来临前，广场烈士纪念碑

前，整齐地摆放着一束束鲜花。显

然，缅怀烈士的人们最近来过。

村民自发捐款修建醴陵东岗烈士纪念碑。

受访者/供图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