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风轻轻地摇动着道路两旁的香樟，空

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水汽。古朴的鲁班场，宛

若一颗珍珠镶嵌在赤水河畔的贵州仁怀市

南郊。

八十多年前，红军战士途经此地，血战

鲁班场。八十多年过去了，赤水河畔的故

事，人们耳熟能详，红军留下的红色基因早

已融入此地，薪火相传。

一

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在这里的一个小

山坡上。一级一级的台阶从山脚连到山顶，

台阶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松柏和苍翠的万年

青。山顶，刻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字样

的巨型纪念碑前，一位老人正在为前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党员们讲述陵园往事。

老人说，这里先前是一片乱石滩，光秃

秃的，没有土，也没有树。后来刘老就带人

从山下背土上来，把乱石清理干净，种上了

树。你看这些树，都是他几十年来一棵一棵

种下的。它们安安静静地生长着，荫庇着这

个陵园，年年岁岁。

在 这 占 地 六 千 三 百 平 方 米 的 陵 园 里 ，

长眠着一百四十六位在鲁班场战斗中牺牲

的先烈。正在讲话的老人名叫郭德刚，今

年七十多岁了，是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的

第二代守陵人。他口中所说的刘老，是他

的师父，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的第一代守

陵人刘付昌。

说话间，又有人来祭奠英烈了。

郭德刚赶紧让来访者登记入园信息，然

后为前来祭扫的人带路，讲鲁班场战役的历

史、讲英烈们的故事。这些都是除了清扫陵

园、擦拭墓碑、整理群众敬献的鲜花以外，他

每天要做的工作。

现在他还会为大家讲述师父刘付昌的

守陵故事……

二

鲁班场战斗，对于刘付昌来说，是难以

忘却的童年记忆。

那一年，年仅十一岁的刘付昌躲在茂密

的山林里，目睹了惨烈的鲁班场战斗，第一

次看见先烈们如何用鲜血染红了河山。战

斗结束后，他也目睹了村里的大人们是如何

冒着生命危险，含泪掩埋了战士们的遗体。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几年以后，自己也

会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

人。更不知道，多年以后，

自己会守护着鲁班场战斗

中牺牲的先烈，直到生命的尽头。

1944 年，刘付昌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一

路颠簸到云南，然后出境到缅甸。不久后，

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刘付昌所在的部队被

紧急调回贵州，在都匀、独山与日军激战。

在一次近距离搏杀中，刘付昌干掉了两个

日本兵，也被日本兵的刺刀在左臂上留下

了一条十多厘米长的伤疤。

1948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著名

的淮海战役。刘付昌在团长带领下，毅然

在战场上起义，由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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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解放江苏、浙江、福建等战役中，

因作战英勇，刘付昌先后荣立两次三等功、

一次二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刘付昌退伍回到家乡，

他将军装、军功章收起来，当了一名普通农

民，默默耕耘在黔北的乡野。

在贵州，在遵义，在大娄山麓，在赤水

河畔……在革命先辈曾留下足迹、播下火

种的老区，人们对红军有着难以言说的崇

敬。新中国成立前，父母送儿当红军、妻子

送郎上战场的比比皆是，还有很多老百姓

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收留掉队的战

士、为红军送吃送喝……新中国成立后，沿

着红军战斗足迹走访，收集、整理红军遗留

的宝贵文物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1968 年，当地政府为了更好地保护红

军烈士墓，决定修筑陵园。当地领导找到

家住附近的刘付昌，征求他的意见，请他

负责维修烈士陵园、守护烈士墓。刘付昌

想都没想，就爽快答应：“我一定守好，守

到老！”

这是刘付昌的承诺，他说到做到了。这

一守，就是五十个春秋冬夏，就是一辈子。

三

子 夜 时 分 ，寂 静 的 陵 园 显 得 格 外 空

旷。我不知道那无数个夜晚，老兵刘付昌

是怎样与孤独为伴，守在烈士墓旁的。我

也不知道那五十个春秋冬夏，是如何让一

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变成了一位两鬓斑

白的耄耋老人的。

起初是维修烈士墓。刘付昌带着几名

工人，筑围墙、修道路、砌墓地，一干就是三

年。这三年中，他带领着工人们从山脚下背

砖上山，一块砖一块砖地修砌。条件艰苦，只

能天天吃苞谷饭、喝南瓜汤，但是刘付昌坚持

了下来。

然后是绿化。陵园里光秃秃的，他就

从山下背泥巴到山上，将石旮旯凿出洞，再

培上土，种草种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在

陵园栽下的树多达千余棵，如今小一些的

树约有碗口粗，大一些的树一个人已经环

抱不住了。

修完烈士陵园后，刘付昌就在烈士墓

旁边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工棚，从此这里就

成了他的家，长眠于此的一百四十六位红

军烈士就是他日夜守护的亲人。守墓之

初，没有一分工资，待遇就是政府提供的两

餐饭。他还在陵园树林下种菜种瓜。瓜果

成熟后，他总是要先祭奠英烈，剩下的才拿

来自己吃。

在陵园里，他是清洁工。无论刮风下

雨，他总是坚持 6 点前就起床把陵园打扫干

净。这些年，他扫坏的扫帚就有千余把。

他也是讲解员。每当有人来祭奠烈士

时，他就耐心地为大家讲述那段峥嵘岁月。

这些年，他讲述红色故事已有上万次。

他更是烈士们的亲人。陵园闭园时，他

常 常 围 绕 烈 士 墓 静 静 地 走 ，与 先 烈 们“ 对

话”，生怕把先烈们冷落了。

五 十 个 春 秋 ，树 叶 青 了 又 黄 ，黄 了 又

青 。 2018 年 7 月 ，刘 付 昌 老 人 与 世 长 辞 。

生前，他交代家人，把他葬在烈士陵园对面

的山堡上，他要继续“守护”这些先烈们。

四

映山红在开，鸢尾花在开，樟树和柏树

发出了新芽。岁月轮转，赤水河自西向东滚

滚流淌。

阳光落在鲁班场，落在昔日刘付昌日夜

守护的红军烈士陵园，也落在今天郭德刚日

夜守护的红军烈士陵园。

那是在刘付昌守陵的第三十个年头，他

等来了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郭德刚。在此

后二十年的时间里，守好红军陵园这份庄严

而沉重的任务，刘付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传

给了这位后来人。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注定的缘

分。和刘老一样，郭德刚也是一名老兵。

1973 年 1 月，为响应国家号召，刚满二

十二岁的郭德刚应征入伍，在云南保山边防

部队服役，四年后退伍回乡。

回到家乡后，郭德刚在生产队带领乡亲

们从事农业生产。他始终以一名军人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拼力从事农业生产。然而

他的风湿病日益严重，这是在部队执行任务

时落下的，渐渐地他干不了重活了。这成为

郭德刚心中的遗憾，他觉得自己愧对“军人”

这个称谓。

一次偶然的机会，郭德刚来到陵园参

观，得知刘付昌老人的感人事迹，知道了他

和自己一样，都是退役军人，又看到老人年

事已高，便打算接续守护烈士陵园。

经过有关部门考察后，郭德刚如愿以

偿，成为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第二代守陵人。

五

郭德刚是个好学的人，来到陵园第一天

就拜师学艺，向刘付昌了解陵园情况，熟悉

守陵工作。刘付昌对郭德刚的认真感到十

分欣慰，但他除了介绍烈士、介绍陵园修建

历史外，并无其他交代。

第二天，天蒙蒙亮，刘付昌就起床了。洗

漱结束后，他立即拿起扫帚，出门开始清扫广

场、台阶、路道……等郭德刚醒来，刘付昌已

经在门外扫了好一阵子，郭德刚很是愧疚，赶

紧跟在这位少言寡语的师父背后打扫。

郭德刚始终忘不了，老人的脊梁像一张

弓，每日里张着，在日出之前，在风雨之中。

经年累月，弓的弹性也弱了。一次，老人在

修剪万年青时被绊倒了，磕破了太阳穴，缝

了五针才止住血。当地政府考虑到刘付昌

年岁大了，让他回家休息，他却一直不舍得

离开，直到有一次摔伤了坐骨神经，不能动

弹，他才肯回家短暂休养。老人踉跄的步

态，在后来的无数个夜晚，常常出现在郭德

刚的梦境里。在鲁班场烈士陵园，那个身影

就像一盏灯，时时照亮着郭德刚。

刘付昌在弥留之际嘱咐郭德刚，一定要

把陵园守好。

刘付昌说，曾经的鲁班场穷得连一间像

样的房子都没有，要是没有红军，没有革命

先烈的流血牺牲，大家哪能过上好日子。我

上过战场，晓得先烈们有多不易，烈士陵园

里的英灵，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绿草茵茵，苍柏青青。风，顺着山的脊

梁 ，吹 拂 过 鲁 班 场 ，也 吹 走 日 复 一 日 的 时

光。陵园里，郭德刚仍然在讲述着那些难忘

的故事。

师父走了。如今，故事的讲述者也成了

另一个故事里的主角。他和他，还有更多的

他，用忠诚、用诚信，以庄严之心、勤勉之力

书写着新的深情故事……

鲁班场的守陵老兵
周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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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受朋友之邀，我来到浙江绍

兴市会稽山，探访著名的“香榧之乡”。车子

在一座农家小院前停下，刚下车，一阵香榧

独有的清香已然扑面而来。

进门落座，主人方庆茂请我们品尝香

榧。果子两头尖圆，颜色金黄，形如橄榄。

我拿起一颗，可任凭我掐来捏去，怎么也打

不开果壳。主人看出了我的尴尬，指着上面

两只眼似的圆圈，笑着对我说：“香榧长有两

只‘眼睛’，只要用力按它，香榧的硬壳就会

打开。”我依言一试，果壳立时张开了。这是

我人生第一次吃香榧，满满的新鲜感。

品着香榧，心想，这小小的果子是怎样

长在枝头的？老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笑

着说，过会儿我们到香榧林去看看。

老方的香榧林位于一处山谷之中，青山

绿水间，几十株香榧树枝繁叶茂，卓然矗立，

榧枝低垂，榧香幽幽。我端详眼前的香榧

果，只见它们个头大小不一，大的形如橄榄，

小的状同圆珠笔头。同行伙伴说：“香榧果

是‘三代同树’，在一株树上同时长着今、明、

后 3 年的果子。一般的果树都是当年开花，

当年结果，当年采摘。像香榧这样‘三代同

树’的果树实属罕见。”

我们顺着山势拾级而上，一株巨大的香

榧树出现在我们面前，树干挺直，枝叶婆娑，

高出其他香榧树几十米。走近了，我发现树

干上挂着一块灰底白字的牌子，上书：“经度

120.5 度，纬度 29.69 度，海拔 535.5 米，树龄

1380 多年。”1380 多年！老方介绍，这株古

榧是这里的“香榧王”，胸径要四人方可合

抱，树冠延展可达 900 多平方米！

眼前这株香榧，最大的分枝因数年前曾

遭雷击，叶落枝秃，但仍枯而不朽。树干下

面，裸露的树根伸向四面八方，遇见石缝岩

隙或壕沟水渠，它都能深扎进去。古榧雷击

不倒，天旱不萎，凌风傲雪，坚劲挺拔。只因

它根深蒂固，才能千年不衰。

一旁的老方，正仔细端详香榧的枝叶：

“好，好，没有什么病虫害！”老方 70 岁出头，

中等身材，头发花白。他说，祖祖辈辈都扎

根在这片土地上，侍弄香榧。过去很长一段

时 间 ，香 榧 卖 不 了 好 价 钱 ，村 里 穷 得 叮 当

响。有人提出砍了香榧树改种药材、茶叶、

桉树等经济作物，老方坚决不答应：“香榧是

我们祖宗留下的生存树、生命树，不能砍！”

他据理力争，把满山的香榧树保了下来。如

今，老方年纪渐渐大了，正在读大学的儿子

学了植物学专业，立志毕业后和父亲一样种

好香榧。

几年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绍兴市

会 稽 山 古 香 榧 群 是 全 球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近 10 年来，当地政府出台了很多保护

措施：建立香榧森林公园，在会稽山筑坝修

堤，给果农配备撒播花粉的小型无人机……

如今，会稽山的香榧树种植面积、果子产量

与品质都创下历史新高，果农们收入也大大

提高。

下 山 后 ，老 方 再 次 请 我 到 他 家 里 喝

茶。刚坐定，他又捧给我一把香榧果。我

接 连 吃 了 几 颗 ，味 道 似 乎 比 刚 才 更 为 香

甜。此刻，我眼前一颗颗金黄的香榧果仿

佛睁开“双眼”，在微笑，憧憬着未来十年、百

年、千年的新变化！

千年香榧韵悠长
叶为宝

图①为刘付昌老人生前在打扫陵园。

仁怀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为郭德刚老人在擦拭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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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甘肃的定西是一座“绿

城”，外地人可能会不信。但在

定 西 生 活 工 作 了 快 四 十 年 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现在的定西

正在变成黄土高原上一座四季

有绿的绿色之城与生态之城。

上世纪 80 年代，曾有人这

样 描 绘 定 西 ：“广 袤 雄 浑 的 黄

土高原腹地，贫瘠枯荒的陇中

旱塬，坐落着一个贫困的古城

——定西。”前段时间，一位黑

龙江的画家来到定西，他感慨

地 说 ：“我 与 定 西 结 缘 已 经 二

十八年了，清楚地记得 1994 年

第一次来定西，对定西的印象

是定西真小，真荒凉。一座城

里没有几条街，街上没有几辆

车 ，街 道 也 灰 蒙 蒙 的 ，树 也 没

有几棵。定西，如今绿色越来

越 多 ，城 市 越 来 越 美 ，真 是 大

变样了！”

我是定西人，土生土长，见

证 着 定 西 的 发 展 变 化 。 对 定

西 ，我 有 着 深 厚 的 感 情 ；对 定

西，我怀抱着无限的希望。

定西的绿，要说历史性的

变迁，得从上世纪 80 年代“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宁夏西海固）建

设说起。当时的扶贫开发就涵盖了以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为主要

内容的生态建设。城市的行道树、绿化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定

西为数不多的主要街道，比如中华路、交通路、永定路，都栽植了槐

树、柳树、柏树、杨树等树种。2003 年，定西撤地设市后，又建设了

定西新城。

党的十八大以后，定西市委、市政府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切切实实落实到城市建设上，打造了一座宜居城市，让

定西更加美起来、绿起来、舒适起来。

水是定西人的命根子，当定西人看到清亮亮的河水在流淌时，

难掩心中的激动和兴奋。定西穿城而过有三条河流：东河、西河和

官川河。这三条河以前都是季节河，只有在夏秋季下暴雨的时候，

才可见浑浊的泥水。现在呢？西河长流着清澈的洮河水。引洮工

程让定西人喝上了甜水，也分流出一部分生态用水，用以滋润干渴

的定西河道。东河则穿定西城的南部而过，两岸的滨河大道平整

宽敞，绿化带高低有序，人行道上经常有市民漫步其中，悠闲自

得。西河与东河从气象桥开始汇成官川河，蜿蜒曲折，游走新城。

一川河水，波光潋滟，倒映着蓝天白云，倒映着高楼大厦。

现在的定西有了定西湖，那可是一片特别大的水面，静静地躺

在定西新城的怀抱中。夏日里，湖的四面柳树成荫，湖中荷花盛

开，湖水里还散布着丛丛簇簇的芦苇。随着这一大片人工湖的出

现，南方常见的白鹭来了，绿头鸭、黑头鸭，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

水鸟也来了。生态环境的改善，让定西湖备受市民欢迎，人们都爱

到定西湖畔游玩、跑步。湖边不远处还有一条官川河沿线景观带，

那也是定西人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定西的公园也多了。以前在老城区只有一个玉湖公园，公园

不大，有点亭台楼阁，但显得水面很小。现在新建了生态园、凤鸣

公园、渭水公园，改造提升了西岩山省级森林公园。街道边、小区

外的罅隙空间，也被充分利用起来，建起了十几个街头小公园，种

植了花木，布置了凳椅，供人们休憩小坐。公园多了，人们就近休

憩、锻炼的地方也多了。

曾经破败荒凉的大碱沟与小碱沟，进行了河道治理，变成了生

态文化公园。定西八景、定西凤凰城的传说、定西建城故事等，被

雕刻成画儿，镶嵌在公园的护墙上，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文化内涵。

还得说一说金华林、福州林、青岛林。三座城市派来了工程

师，带来了资金，怀着对定西人民的深情厚谊，在定西城市北部建

起了金华林，在南山石羊岭建起了福州林，在东山建起了青岛林。

云杉侧柏齐上，刺槐杨树交加。青山巍巍，绿树茁壮，友情长存，绿

意盎然。

定西的树种真是多起来了。云杉、白皮松、北京栾树、构树、五

角枫等许多市民们没见过的树种，如今遍布新城区的各个公园与

各条街道。数不清的灌木花卉落户园林，让定西四季有绿、三季花

开。春天最迷人的是丁香、迎春、连翘、贴梗海棠，整座定西城都香

气弥漫。夏季有黄刺玫、黄花绣线菊、红瑞木竞相绽放。秋季呢，

各种树叶都变黄了、变红了，高高低低，密密麻麻，绿黄红相间，色

彩斑斓。冬天，云杉、白皮松、油松迎冬傲寒，给定西增添了绿意与

生机。好美的定西，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新城，也是我最爱的家园。

昔日的定西，贫穷荒凉尘土满眼；今日的定西，活力迸发如绿

色满园。

下图为定西湖风光。

王宏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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