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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日 ， 春 日 的 阳 光 照 耀

着 肃 穆 的 烈 士 陵 园 ， 陵 园 一

侧 几 株 粉 色 的 樱 花 开 得 正

艳 ， 不 少 市 民 在 祭 奠 英 烈 后

徜 徉 其 间 ， 扶 老 携 幼 ， 感 受

着勃勃生机。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碰 到 了 两

位特殊的“朋友”：一位是 83

岁 的 白 荣 俊 老 人 ， 16 岁 参

军 ， 参 加 过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

在 瑞 安 烈 士 陵 园 里 躺 着 他 的

战友；另一位是 17 岁的温才

荣 ， 是 市 职 业 中 专 教 育 集 团

学 校 高 二 学 生 ， 他 和 几 位 同

学 在 烈 士 陵 园 陈 列 馆 里 当 志

愿讲解员。

当 白 荣 俊 老 人 在 陈 列 馆

内 ， 看 着 这 个 和 自 己 当 年 差

不 多 年 纪 的 孩 子 熟 练 地 讲 解

着 烈 士 们 的 事 迹 ， 他 的 脸 上

露出了微笑，“战争年代是残

酷 的 ， 烈 士 们 用 英 勇 牺 牲 换

来 了 现 在 的 和 平 生 活 ， 孩 子

们 能 够 将 这 些 故 事 传 承 下

去，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记 者 从 瑞 安 烈 士 陵 园 管

理 所 了 解 到 ， 2013 年 以 来 ，

管 理 所 就 开 展 了 瑞 安 烈 士

“红色印记”工作，进一步加

强 烈 士 纪 念 工 作 ， 丰 富 馆

藏 。 一 方 面 整 理 瑞 安 革 命 斗

争 史 ， 通 过 多 种 媒 介 重 现 党

的 创 立 和 大 革 命 时 期 至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期 间 烈 士 们 持 续 斗

争 的 光 荣 史 ， 另 一 方 面 ， 着

重 于 制 作 “ 红 色 印 记 ” 相

册 ， 收 录 社 会 各 界 缅 怀 先 烈

的 照 片 ， 给 予 群 众 留 念 ， 同

时 培 养 讲 解 员 ， 优 化 服 务 ，

让 人 们 铭 记 历 史 ， 让 先 烈 们

的伟大精神不断得到传承。

松柏慰忠魂 精神代代传

■记者 缪星象/文 庄颖昶/图

又到一年清明时，瑞安烈士
陵园里松柏苍翠，花开正盛。连
日来，我市机关单位、学校、社区、
人 民 团 体 以 及 众 多 市 民 持 续 不
断，到此缅怀先烈，学习烈士光荣
事迹。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市共
涌现出 502 位烈士，其中长眠在瑞
安烈士陵园的有 113 位。在烈士
纪念碑前，人们敬献花圈，向那些
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
人民的幸福而牺牲的先烈们，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

日前，市玉海第二小学师生在烈士陵园悼念英烈。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

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透过

瑞安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何金洪办

公 室 的 窗 户 望 去 ， 烈 士 纪 念 碑 前 ，

百余位来自玉海中心小学的少先队

员 们 ， 正 在 高 唱 队 歌 ， 灿 烂 的 春

光、雄伟的纪念碑、孩子们稚嫩的

脸庞上带着庄重的神情，这样的情

景，何金洪已经看过许多遍，但是

每当歌声响起，他的心又会激动起

来。

“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市共涌

现出 502 位烈士，其中长眠在瑞安

烈士陵园的有 113 位，他们中很多人

都非常年轻。”何金洪说，瑞安人民

对烈士们的缅怀从未停止，每到清

明 节 、 7 月 7 日 （卢 沟 桥 事 变 纪 念

日） 等重要节点，都有很多市民来

烈士陵园祭奠。去年我国将 9 月 30

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当天也有大

批市民前来。

何金洪介绍，今年清明节前，3

月 28 日至 31 日，4 天的时间里已经

有超过 3000 人前来缅怀先烈，这是

第 一 场 祭 奠 高 峰 ， 主 要 包 括 学 校 、

幼儿园、企事业单位、社区等，还

有 从 塘 下 、 汀 田 等 镇 街 赶 来 的 市

民。按照瑞安人的习俗，清明节前

三 天 、 后 四 天 前 来 祭 奠 的 人 会 更

多。陵园管理所为此专门加强了安

保和讲解工作，目前有 8 位保安在现

场维持秩序，讲解员有七八人，其

中包括多名志愿讲解员。

昨日上午，市民政局举

行了清明悼念先烈活动，该

局工作人员、下属单位负责

人、烈属代表、退役军人等

60 多人参加了悼念活动。人

们将洁白的菊花敬献在纪念

碑下，表达敬仰之情。在现

场，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烈

属代表。

今年 50 岁的蔡民生是蔡

雄烈士的侄孙。蔡雄是温州

地区青年学生运动领袖，牺

牲于 1927 年，88 年来，蔡家

人 仍 以 先 辈 的 事 迹 而 骄 傲 。

“作为烈士家属，我们有一种

使命感，因为长辈做出了好

榜样。”

蔡民生有一个女儿，他

说，在教育孩子时，从不会

把先辈说成一个高大全的人

物，而是突出他们那一辈人

的使命、理想和追求。他特

别教育孩子要自强不息，努

力学习不给先辈丢脸。现在他

的女儿已经在国外攻读硕士研

究生，蔡民生和家人仍在一如

既往地寻找、珍藏与蔡雄烈士

有关的各种遗物、报道，并保

存起来，这已成了其家族共同

的事业。“只为让后人铭记，

让历史不因时间而淡忘。”蔡

民生说。

67 岁 的 金 教 良 是 金 福 柳

烈士的孙子。金福柳是陶山镇

桐溪村人，于 1927 年参加农

民运动，牺牲于 1930 年，年

仅 26 岁。“在我小时候，我的

父亲和乡亲经常跟我讲先辈的

革命故事，我因此印象非常深

刻。先辈牺牲后，物质上没有

留下什么财产，但是精神财富

却让我们受益无穷。”他说，

“今天，我带着 8 岁的孙子一

起过来，缅怀先烈，也是为了

让 这 种 精 神 能 继 续 传 承 下

去。”

市 民 政 局 优 抚 科 科 长 杨

新 页 表 示 ， 我 市 的 烈 士 遗 属

们 普 遍 都 自 强 自 立 ， 有 很 强

的 荣 誉 感 和 社 会 责 任 感 。 我

市 对 做 好 烈 士 遗 属 相 关 抚 恤

工 作 十 分 重 视 ， 目 前 有 100

多 户 烈 士 遗 属 享 受 定 期 抚 恤

补 助 ， 按 照 相 关 法 规 ， 烈 士

子女 60 周岁以上的，如果没

有 工 作 单 位 、 丧 失 基 本 劳 动

能 力 、 没 有 生 活 费 来 源 的 ，

每月定期发放抚恤补助 1520

元 ， 医 疗 补 助 152 元 ， 烈 士

父母、配偶、18 周岁以下子

女 相 同 条 件 下 ， 每 月 定 期 抚

恤补助超过 2000 元。平时优

抚 科 也 会 经 常 上 门 慰 问 困 难

烈 属 ， 每 年 春 节 都 统 一 慰

问 ， 去 年 首 个 烈 士 纪 念 日

时 ， 共 发 放 慰 问 金 5 万 多

元 。 现 在 工 作 重 点 在 帮 助 解

决 困 难 烈 属 的 医 疗 、 住 房 等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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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
全市有五百多位烈士
祭奠缅怀从未停止

[烈士后人]
身为烈属倍感骄傲
自强不息不辱先人

[铭记历史]
83岁老战士寄语17岁少年
先烈事迹要一直传承下去

[英烈谱]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先烈事迹千古流芳

我市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诸多烈士，他们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大革命时期蔡雄以笔为枪，警醒国人，揭露反动派的丑行；土地革命时期，全学梅、陈卓如开展武装斗争，为人民争自由；抗日战争时
期，朱炎晖抗击日寇，屡立功勋；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为保家卫国，牺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的林金龙，在火海中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而牺
牲的普通个体户戴其钦⋯⋯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先烈事迹千古流芳。

戴其钦 1954 年出生在

一个革命家庭，是鲍田鲍三村裁缝

个体户，其祖父戴树棠1925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是温州地区最早的党

员和温独支的领导人之一。

1985 年 12 月 18 日 15 时 5

分，鲍三村村民戴岩林等 4 家住

宅发生火灾，大火威胁着 4 户 20

人的生命。就在这时，住斜对面

的戴其钦听到呼救声，毫不犹豫

地把剪刀一扔，连袖套也来不及

摘下，箭一般地冲去救火。与他

一起救火的人眼看情势危急，就

对他说：“其钦，已经不行了，我

们撤下吧！”可一心想扑灭大火

的戴其钦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安

危，咳嗽着说：“你先下楼吧，我

熟门熟路，马上就来。”他灵机一

动，用手敲碎南面的窗户玻璃，

向窗外抛出一切可以抢出的家

具、衣物……

突然，他发现隔壁房间里有

人，原来戴岩林还在抢搬东西。

戴其钦跑到岩林身边：“大叔，赶

快离开险境！”戴岩林见其钦衣

服着火，叫他先走。戴其钦果断

地说：“我年纪轻，不要紧，你先

跳吧，我会有办法。”说完，用力

把戴岩林推出窗口。接着，一股

股呛人的浓烟向戴其钦扑去，他

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在熊熊烈火

之中。

为了表彰戴其钦舍身救火的

英勇事迹，1985 年 12 月 30 日，鲍

田乡党委、乡人民政府作出向戴

其钦学习的决定。浙江省人民政

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全学梅 1913 年出生于

瑞安周苌上埠一个贫苦家庭，8岁

丧母，其父是一个佃农。全学梅从

小帮助料理家务，养成大胆、倔

强 、吃 苦 耐 劳 的 性 格 。 1927 年

春，她参加中国共产党办的农民

夜校读书，接受革命教育。1928

年 春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入 党

后，她担负领导瑞安南区的妇女

运动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全区

的 妇 女 组 织 得 到 普 遍 发 展 。

1928 年 6 月，她参加了仙降农民

暴动，火焚官僚地主的住宅，攻

打瑞安县城。失利后，继续领导

妇女会，进行艰苦的革命活动。

1930 年 1 月，全学梅受区委

指派，担任南区交通员。7 月 16

日，她带领数百妇女参加了中共

浙南特委召开的反对军阀及拥

护苏维埃大会。会后，县、区委

集中农民赤卫队员六七百人，准

备攻打屿头杏垟里民团据点，惩

罚反动民团头子。她响应号召，

积极组织妇女，为斗争做准备工

作 ，煎 制 土 硝 ，赶 制 各 种 土 武

器。民团为镇压革命力量，纠集

反动势力，成立“南区治安会”，

并勾串温州国民党保安团，于 10

月 12 日窜到她家中，全学梅不幸

被捕，被押往“南区治安会”。之

后，全学梅多次遭受严刑逼供，

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仍然坚贞

不屈，大义凛然。第二天午后，

全学梅被押向仙降西桥头刑场，

一路上她高呼“打到土豪劣绅！”

“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牺

牲时年仅 17 岁。

陈卓如原名顺生，又名

卓儒、琢如，塘下驮山人，1904 年

出生。少年时聪明好学，勤劳俭

朴。1923年考进省立温州第十师

范。1925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

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1927

年回驮山，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先

后建立驮山、沙渎等党支部。

1928 年春，根据瑞安县委指

示，他以龙溪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

在当地创建农民武装队伍，他把自

己的家作为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活动

地址，变卖祖业土地，作为赤卫队购

置枪支的经费，并亲手绘制斧头镰

刀队旗，得到农民群众的广泛支

持。此后队伍迅速壮大，以驮山为

活动中心，打击土豪劣绅，袭击警察

所和盐务所。1930年5月，中国工

农红军第十三军成立后，陈卓如率

队编入红一团，任团委成员，参加了

攻打平阳县城等战斗。

1932年2月23日，陈卓如在驮

山被叛徒出卖，腿部中枪身受重伤。

亲属将他藏起。2月24日，敌人为

抓住他四处搜索，并抓来数十位驮

山群众威胁称：“不交出陈卓如，就把

驮山人杀光！”陈卓如为保护驮山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艰难地从隐藏

地点爬出，大声说：“你们要抓的陈卓

如在此，这些群众是无辜的，要立即

放掉，如不放掉，我就从这悬崖上跳

下，叫你们什么也捞不到！”敌人无

法，只得照办。陈卓如被押往温州

途中早下定了为革命牺牲的决心，

虽然伤口鲜血不断流出，但他拒绝

包扎，终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

朱炎晖又名朱桂林，瑞安

市区大沙巷人。他1901年出生于一

户肩挑香烛、锡箔的小贩家庭。由于

家庭生活窘迫，小学只读了几年就辍

学了，17岁时离家谋生。1924年，孙

中山在广州建立国民革命政府，朱炎

晖高兴万分，赴广州从军，在第四军

十师三十团当兵。1926年，参加北

伐战争，在战斗中屡建战功，被提升

为排长、连长。1929年调六十一师

八旅任连长。1932年，任六十一师

一二一旅营长时，参加一·二八淞沪

抗战，在大场、庙行与日军第九师团

植田部展开激战，直至白刃搏斗，三

天三夜未合一眼，身负重伤而不下火

线，受到蔡廷锴等将领的嘉奖。1933

年，升任六十一师二四一团团长。因

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福

建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在革命政府

失败后遭软禁、抄家。1934年进黄

埔军校高教班第三期学习，次年6月

毕业，调任武昌陆军整理处任上校参

谋兼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官。

1937年，朱炎晖调九十四军一百

八十五师任团长，他对日寇发动的侵

华战争义愤填膺，上书请缨抗战。次

年升任五四六旅少将旅长。在武汉

保卫战中，阻击金牛地区的日军，并

与之展开拉锯式的争夺战和肉搏战；

虽身染疾病，仍用担架抬着指挥。后

因敌我兵力、装备悬殊被围；于11月

3日在突围战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年仅38岁，遗体安葬在湖北省石首县

藕池口山下。日军占领武汉后，竟开

棺鞭尸，后由当地父老秘密重新安

葬。1987 年 8 月 12 日，上海市人

民政府批准朱炎晖为革命烈士。

林金龙 1962年出生，湖

岭镇芳庄人。1985年3月10日，在

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林金龙带

领七班战士担任向166前沿阵地上

送弹药、下运伤员的战斗任务。早

上5时，指挥部命令林金龙带领全班

战士火速向166高地运送弹药。正

当林金龙和战友弯腰前进的时候，

敌人密集的炮火封锁了他们前进的

道路。为了尽快将弹药送到前沿阵

地，他们冒着雨点般的炮弹，不顾山

高、林密跑步前进。突然，在轰隆隆

的爆炸声中，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炸

开了，他对战友大喊一声“卧倒！”自

己却身负重伤，头部、颈部、腿部多处

受伤，血流如注，昏迷过去。战友发

现班长负伤，围拢过来替他包扎，当

他苏醒时却推开了战友：“别管我，赶

快把弹药送上去。”

看着战友前进的身影，他咬咬

牙，扛起弹药走了一步又倒下了。

当他再次醒来，意识到自己左腿重

伤，他夹起弹药，用双手爬行向前沿

阵地前进，当他爬到166高地时，已

经是下午2时，他爬行过的每一寸

土地，都洒下了鲜血。由于流血过

多，年仅23岁的林金龙壮烈牺牲。

当战友们为烈士更换衣服时，发现

他的贴衣口袋里有一封尚未寄出的

信，是他写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

如果在战场上牺牲了，您莫悲伤，保

重自己的身体……在烈士抚恤金

中，拿出45元6角，替我交党费到

60岁；教育弟弟去完成我未完成的

任务。”

林金龙的英雄事迹广为传播，

并被追记一等功。

蔡雄字思牟，1907年出生

于海安。1922 年，考入省立温州

第十师范，在校忠厚笃实，博闻强

记，好诗文。1923年，蔡雄与同学

金贯真、何志泽等组织“宏文会”、

“血波社”等新文学研究团体，出版

刊物，积极宣传新思想。1924 年

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不久，蔡雄

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浙南

地区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革命浪潮震撼

全国，蔡雄率领同学前往轮船码头

抵制日货，风餐露宿。1926 年他

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温州学生救国

联合会领导人和共青团温州支部

书记。同年温州学联会创办会刊

《温州学生》。蔡雄写了发刊词，以

鲜明的革命立场，明确提出青年运

动的主要任务是“到工农大众中

去”、“打到列强和封建军阀”、“为

大众的利益而努力奋斗”。蔡雄古

文造诣颇深，尤其擅长写短小精悍

的文章，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白色

恐怖笼罩下，蔡雄和战友创办油印

小报《照胆报》，以短小精悍、诙谐

辛辣的讽刺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

国民党反动派的丑行，深受温州各

界人民的欢迎。

1927年5月蔡雄在温州被捕，

拒不招供，遭受毒刑后双臂和大腿

全被打断，但仍一身傲骨，视死如

归。5月23日，血肉模糊的蔡雄被

敌人装入炭篓，抬往刑场就义，死时

年仅20岁。牺牲前留有绝笔：“苦雨

凄风尽血腥，钢筋铁骨冷如冰。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烈士材料摘编自瑞安市民政局1988年出版、2012年再版的《瑞安英烈》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