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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人魏映祥想不到，

自己的一生与一名素未谋面的苏

联飞行员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名

飞行员叫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库里申科出生于 1903 年，后

来成长为苏联空军的飞行大队

长。1939 年，他和战友受苏联政

府派遣，率两个“达沙式”轰炸机

大队来华，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

战争，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1939 年 10 月，库里申科率援

华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突袭侵

华日军汉口机场，重创日军。在返

航途中，库里申科所驾飞机遭敌方

拦截，一侧发动机被击中，他的胸

部和左肩中弹负伤。飞至万县（今

重庆万州区）上空时，机身失去平

衡，为保护战机和地面民众，库里

申科毅然放弃跳伞，选择在万县陈

家坝地区长江江面迫降。

两名战友游上了岸。而由于

长时间驾机，负伤的库里申科精

疲力竭，再也无力游到岸边，被江

水卷走，壮烈牺牲，年仅 36岁。

20 天后，库里申科的遗体被

找到。当地群众为他举行了追悼

会和葬礼。

库里申科生前曾动情地说：

“我像体验自己祖国灾难一样体

验中国人民的灾难，当我看到日

寇狂轰滥炸中国的土地时，我非

常的愤怒和难过。”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

1958 年，万县人民政府为库

里申科在西山公园修建了烈士墓

园。那一年，魏映祥 4 岁。他觉

得，这个英雄肯定很了不起。

魏映祥的外公家住长江边，

当年曾和不少群众一起，自发在

江边参与库里申科遗体的搜寻。

外公和他讲，库里申科是为保护

中国人民战死的。

就在那一年，魏映祥的母亲

谭忠惠成为库里申科的守墓人。

当年，31 岁的谭忠惠在西山公园

从事绿化工作。出于对库里申科

的景仰，她主动请缨守墓，打扫墓

园卫生，擦拭墓碑，清理杂草，修

剪枝叶，风雨无阻。

1977年，母亲退休前，想把守

墓任务交给儿子魏映祥。年轻的

魏映祥觉得，墓园工作枯燥平

淡。母亲劝他，平淡的事更需要

坚持，“这位外国英雄的家离重庆

很远，在这里没有一个亲人，我们

要陪伴他，别让他感到孤单”。

此后，守护库里申科墓，成为

魏映祥一辈子最光荣的事业。曾

有单位和企业开出高薪挖他，被

魏映祥一一回绝。

2014 年退休后，他仍然每天

去墓园，如同看望一位老友。“总

有种放心不下的感觉。”魏映祥

说，这也是受母亲影响。母亲退

休后，每天早上都要来墓园看一

下才放心。2018 年，91 岁的谭忠

惠去世。临终前，她仍念念不忘，

叮嘱儿子守好墓。

几十年来，在这对母子的守

护中，库里申科烈士墓园承载着

中国人民的感恩之情，英雄事迹

代代传承。

墓园中，当年母亲为库里申

科亲手栽的树，如今已长成参天

大树。魏映祥说，在有生之年，会

守好墓，“这是一份责任，是感恩

的心，也是作为中国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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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青山如黛。巍

巍双髻山脚下，闽西上杭县溪

口镇大岭下自然村里，矗立着

一座庄严的革命纪念亭。这座

亭子纪念的是当地走出的抗日

名将廖海涛。

1941 年，在江苏溧阳塘马

战斗中，廖海涛为掩护新四军

十六旅旅部机关和苏南抗日根

据地干部突围转移，率部与日

伪军浴血奋战，最终因伤势过

重壮烈牺牲，年仅 32岁。

大岭下村是革命基点村。

1929 年 4 月，当地就成立了农

会，刚入党不久的廖海涛是主

要组织者之一。廖海涛出身贫

苦家庭，参加革命后，根据组织

安排参与策划多次暴动；发展

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

会等，吸收超八成村民；建立

乡、区苏维埃政府并任领导职

务等。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1931
年，闽西红军兵工厂迁到大岭

下村。1933 年 9 月至 1934 年 7
月间，廖海涛先后任新成立的

中共代英县委领导和中国工农

红军代英独立营营长等职务，

持续在上杭开展革命斗争。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

征后，留下的各级党政干部和

红军指战员，在大岭下村旁的

双髻山等据点建立根据地，开

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廖海涛领导的队伍

也长期活跃于此。

“在此期间，反动势力采取各种毒辣手

段，对根据地军民疯狂报复。”上杭县党史

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李金昌说，廖海涛

付出母亲、妻儿被杀的代价，但他始终坚定

“只有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没有屈膝投降

的布尔什维克”的信念。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廖海涛于 1938 年

3 月随新四军二支队北上苏皖抗日前线并

担任四团政治部主任，在恢复、建立苏南

抗日根据地斗争中，先后参与和指挥战斗

数十次。

1941 年 11 月 28 日，苏南抗日根据地党

政机关、十六旅旅部驻地江苏溧阳塘马村

突遭敌袭。廖海涛毅然拒绝先行突围，率

500 多名战士阻击 7 倍于己的日伪军，从 28
日凌晨激战至上午十时许，后遭敌军火力

覆盖，中弹牺牲。

廖海涛牺牲后，新四军军部通电全

军，高度评价廖海涛“为我党我军之优秀老

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坚

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卓

著功绩”。

2003 年来，当地先后在大岭下村原有

革命纪念设施基础上，修建了革命纪念亭、

抗日英烈廖海涛生平事迹展馆等，并提升

改造为“忠诚”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烈

士纪念日，当地中小学生、干部职工都会前

来开展祭扫、学习活动。

“近年来，我们还组织编写了《红色溪

口》等红色历史教育丛书，并深挖红色资

源，发展研学游、乡村游，学好党的历史，传

承先辈精神，走好未来的路。”溪口镇党委

书记王如永说。 新华社福州6月26日电

他散尽家财，却得到母亲的

赞许；他坚持抗战，打得敌人胆

寒；他誓死不屈，感动了万千群

众；他慷慨赴难，身旁是妻儿相

伴。他是抗日名将——王凤阁。

王凤阁，出生于吉林通化一

个教师家庭，幼读私塾时便以

“精忠报国”自励，常吹奏《满江

红》寄托壮志。1931 年九一八事

变后，王凤阁目睹国土大片沦丧，

人民痛遭涂炭，毅然参加抗日救

亡活动。

为创建抗日武装，他奔走募

捐，变卖家产。在临江红土崖、通

化县大罗圈沟一带山区，秘密组

织数百人的武装，举起抗日救国

的大旗。1932 年 5 月，王凤阁率

部加入抗日将领唐聚五领导的辽

宁民众自卫军，任第十九路军司

令，转战柳河、金川、辉南、海龙、

濛江、临江等地，与日伪军作战。

在通化山区，王凤阁构建果

松川、七道沟等要塞，以游击战术

与日伪军周旋。自 1933年至 1937
年，王凤阁部队凭借有利的山区

地形，与敌伪作战上百次，给敌伪

以沉重打击。

1937 年春，王凤阁熬过了酷

寒之下难以想象的艰苦和敌人的

疯狂攻击，率部队开抵位于通化、

临江、辑安三县交界的老虎顶子

要塞时，日伪军又跟踪而至。激

战三昼夜，日伪军尚不能取胜，又

调动飞机，投掷燃烧弹，漫山遍野

顿成火海。

王凤阁率部队冒着敌人的炮

火突围，退至大罗圈沟附近的东

南岔。此时，王凤阁的队伍已饥

寒交迫、“弹尽援绝”，在寡不敌

众的情况下，终于伤亡殆尽，全

军覆没。王凤阁和妻子、儿子不

幸被捕。

敌人怕他跑了，就用大铁钉

子把他的双手钉在磨盘上，日本

宪兵队长软硬兼施劝王凤阁投

降，王凤阁坚决表示：“头可断，血

可流，投降办不到。”

见无法劝降王凤阁，敌人又

打亲情牌，让宪兵给王凤阁的幼

子小金子送来糖果、饼干、饭团，

引诱孩子投降。4 岁的小金子从

小耳濡目染，也有一身骨气，他

说：“我是中国人，我不吃亡国奴

饭，我不吃满洲饭。”

1937 年 4 月，王凤阁一家被

押送刑场，临行前，日本宪兵为了

给自己请功，为王凤阁夫妇拍了

照片，拍照时还特地将年幼的小

金子抱到了一边，以此掩盖将幼

童送上刑场的罪恶。

到了刑场，敌人让王凤阁下

到预先挖好的大坑中，这时他抬

起头来，向被驱赶来观看的人群

高喊：“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

王凤阁倒下去，还会有千万个王

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

亡！乡亲们战斗啊！中华民族万

岁！”敌人让他跪下，他屹立不动，

刽子手挥刀向英雄砍去，一腔热

血激射长空。妻子张氏抱起孩子

毅然跳入大坑，也被敌人残忍地

杀害了。

英雄的坚贞和敌人的残暴，

激起了许多民众的反抗斗志。据

史料记载，王凤阁一家牺牲后，

尽管日寇在刑场周围派便衣日夜

巡视，但在掩埋将军的土坑周

围，仍常发现人们祭奠的痕迹。

一些人自此也加入了抗日救亡的

队伍。

时至今日，在通化地区，王凤

阁的名字家喻户晓，处处流传着

他们一家抗日救亡、坚贞不屈的

故事。位于通化市的杨靖宇烈士

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年

均接待游客 40 余万人次。展厅

里，行刑前王凤阁夫妇留下的照

片常常引得人们驻足观看。照片

中，夫妻二人目视前方，神色坚

毅……英雄虽远去，但他“宁碎头

颅不作奴”的气节，鼓舞着一代又

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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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王凤阁：宁碎头颅不作奴
新华社记者 张博宇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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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申科：用生命保卫中国人民
新华社记者 周文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