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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故里寻访烈士故里寻访烈士故里寻访
“““刘胡兰刘胡兰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式的女英雄式的女英雄

杨金丽 吕少军

家 的 味 道家 的 味 道

4月 27日一大早，李万福来到东光县铁西原一机
厂对过的胡同，探望郭文义老人。二人像往常一样，
叙起了家常。

说起李万福和郭文义的缘分，还要从东光县爱心
联盟说起。这个成立于 2009年的公益团体，多年来扶
危济困、奉献爱心……2017 年 11 月，爱心联盟创建

“阳光粥屋”，为全县近百名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
很多热心市民被他们的善行感染。也是在这个时候，
李万福加入其中。

从那以后，尊老敬老、捐资助学、扶贫救灾、社
区服务……只要有时间，他总是积极参与。时间一
长，大家都知道了这位脸上总是挂着憨憨笑容的李大
哥。

在粥屋，流传着一句话：“阳光粥屋里，有事找
二李”。其中一个“李”就是李万福。为了让环卫工
人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他每天凌晨 4 点就到达粥屋，
小米粥、玉米粥、八宝粥，变着花样地做。粥熬好
了，他还帮着切菜、蒸馒头。一想到这些饭菜可以让
100 多名环卫工人暖暖和和地上街工作，他的心里就
溢满了快乐。

一次聊天，大家得知环卫工人郭文义无儿无女，
老伴儿又患有精神病，生活困难。从此，李万福就和
志愿者们定期到郭文义家中探望，送去米、面、油等
生活用品。发现他家没有电，又为他铺设线路、安装
上电灯。

几年前，李万福在找王镇大郝村见到了年幼的刘
芳菲。她家房屋老旧、父母患病，她却十分乖巧懂
事，李万福看到后眼泪夺眶而出，当即给了她 500 元
钱，并和志愿者们一起资助她上学。

为别人送去温暖，让他真切体会到了“赠人玫
瑰，手留余香”的快乐与满足。

如今，志愿服务不仅成为李万福生活的一部分，
还有了更多同行者——老伴儿、儿子儿媳、孙女孙子
都和他一起踏上了公益之路。

耳濡目染下，大儿子李宁 2023 年加入爱心联
盟，每周末到“阳光粥屋”服务，还积极参加“善
捐 1+1”等活动；二儿媳 2017 年成为爱心联盟的志
愿者，一次，因身体原因无法正常参加，爱人李剑
代替她值班。从此，这个性情内敛的男人也成为爱
心联盟的志愿者。

而且，李万福的孙女李谟含在 2017年也成为“阳
光粥屋”的一员，每逢周六日、寒假，就和爷爷一起
在粥屋里忙活，打扫卫生、分发馒头鸡蛋，帮着志愿
者干活。而今，和粥屋共同成长起来的李谟含，已成
为衡水实验中学的学生，她不仅成绩优异，还担任学
校学生会主席，组织各种文艺活动。2023 年 11 月，
李万福的小孙子、12岁的李雨航也成了粥屋的一名志
愿者。每逢周六日，他就和爸爸到粥屋，干些力所能
及的事。

这些年，常有人问李万福，一家人放弃休息时间
去做公益，图啥？图一句感谢的话？图一个好名声？
好像都不是。

一位位热心人为粥屋送来米、面，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爱心联盟，那些受助者
如今也加入他们传递爱心
……看着这一幕幕，李万
福终于找到了答案。

东光李万福家庭东光李万福家庭：：

三代人同走公益路三代人同走公益路三代人同走公益路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林永香

在与龙游红色文化考察团交
流时，盐山县政协原副主席吕少
军说，张凤俊之所以成长为像刘
胡兰一样的女英雄，主要有4个
原因。

一 是 坚 定 的 共 产 主 义 信
仰。土匪袭击时，她本来不在
现场，却飞奔回去，和战友们
一起作战。作为年龄最小的南
下干部、女同志，战斗中，她
掩护战友撤离，把生的机会让
给了别人。被捕后，敌人以金
条相诱，被她拒绝后，又施以

重刑。在这种情况下，她依然
大骂敌人。19 岁的女子竟有如
此英雄气概。

二是红色沃土哺育血色玫
瑰。盐山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早
在 1922 年，这里就有了党团活
动，红色文化在盐山生根发芽。

“七七事变”第八天，这里就成
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

民众抗日救国军，抗日烽火燃烧
在冀鲁大地。解放战争时期，各
种支前活动、“大拥参”运动轰
轰烈烈，为解放全中国作了很大
贡献。渤海区南下干部有 5000
多人。他们告别家乡、告别亲
人，前往刚刚解放的地区。后
来，他们为所在地建设作出了很
大贡献。烈士家乡的邻村南马庄

村，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就有将近 20 名共产党员，
在当时号称“小莫斯科”。其他
周边村，也出现了很多抗战英
雄。

三是燕赵悲歌唱响英雄豪
情。盐山是齐鲁文化和燕赵文化
交融的地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
士，盐山人自古“士尚名节，俗

重信义”，颇具淳厚之风。可以
说，张凤俊是在“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民风
滋养下长大的，其英雄壮举背后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四是前仆后继喋血沙场，尽
显侠女风骨。盐山还有一位了不
起的女英雄崔兰仙。她是张凤俊
的先辈，也是她人生的榜样。张
凤俊牺牲时的情形，和崔兰仙颇
多相似之处。盐山还有很多革命
英雄，这些都影响着张凤俊的成
长。 杨金丽 整理

红色沃土哺育血色玫瑰红色沃土哺育血色玫瑰

年仅19岁
她倒在了敌人枪口下

时光回溯到75年前。解放不
久的浙江龙游，国民党残余势力
与土匪勾结，蠢蠢欲动。

1949年7月13日下午，龙游
北区天昏地暗，风雨交加。得知
区公所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县城开
会、区公所内部空虚的消息后，
国民党少将叶鹤纠集 60多名土
匪，分三路包围了这里。

正在村民家中走访的区妇联
主任张凤俊听到枪声后，不顾老
乡劝阻，立即赶回来增援，和留
守在此的 3名工作人员拿起武器
奋勇抵抗。

激战中，一人受伤、另一人
带伤员撤退后，只有张凤俊和班
长吕贞来坚守阵地。两个人互相
配合，英勇作战，终因寡不敌
众，吕贞来身中数弹，壮烈牺
牲，张凤俊打光最后一发子弹，
不幸被俘。

区公所被洗劫一空。土匪带
着抢来的枪支、弹药和粮食，押
送反绑双手的张凤俊赶路。张凤
俊一路上对土匪宣传党的政策，
劝说土匪迷途知返。

途经下翁墩古石桥时，叶鹤
得知张凤俊是北区副书记张秀岩
的侄女，是南下的妇女干部，于
是对张凤俊威逼利诱，说只要她
同意加入土匪组织做内应，就放
她回去，还许给她3根金条。

张凤俊不为所动，大声谴责
他们滥杀无辜、欺骗民众的罪
行，奉劝土匪们弃恶从善。叶
鹤恼羞成怒，下令撕去张凤俊
的衣服，对她进行了灭绝人性
的残害。张凤俊忍着剧痛，痛
骂叶鹤，对着他的脸上“呸
呸”连吐两口血沫。一贯趾高
气扬的叶鹤从没受过这样的羞
辱，更没有想到一个年轻女子
竟然如此顽强，被打得遍体鳞
伤，满身是血，还是宁死不
屈。他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
掏出手枪，对准张凤俊连开两
枪，英雄的鲜血再次染红了石
桥。随后，她被凶残的土匪踢
下桥去，被滔滔洪水卷走……

年仅 19 岁的张凤俊壮烈牺
牲，是龙游最年轻的南下干部。

有位老人在下游发现了张凤
俊的遗体。她身上穿着军装，老
百姓猜测可能是共产党的干部，
把遗体捞上来后安葬。

穿越时空
龙游人走上寻访路

跨越时空，而今龙游县8090
新时代理论宣讲团，以“这小县
是否如您所愿”为题，通过时空
对话的形式，将张凤俊的故事，
生动地展示给今天的人们。

“无论他们怎么伤害我，我
绝没有背叛党，直到生命的最后
一刻，我也没有让身上的党徽蒙
羞。”

“是什么样的信念，能让你
有这样的力量？”

“为了新中国，为了这片我
们热爱的土地……”

宣讲深深感动着台下每一位
听众。

沿着张凤俊的足迹，当地红
色文化研究者们在龙游一路寻
访。当年她战斗过的地方、被捕
的地方、被杀害的地方……越是
走近张凤俊，大家越是被震撼、
被感动。

2024年初，通过龙游、盐山
两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接，在烈
士出生地盐山县韩集镇菜园村找
到了张凤俊唯一在世的亲弟弟张
之元。此外，盐山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局长朱林路还找到了1952年
盐山县人民政府的 《烈士登记
簿》，张凤俊的名字赫然在列。

盐山寻访
红色文化感动一行人

4月 23日，龙游县红色文化
考察团一行10多人来到盐山。连
日来，他们参观县烈士陵园和革
命烈士纪念馆、祭扫张凤俊烈士
墓、看望烈士亲属、举行红色文
化座谈……张凤俊的形象更加丰
满。

“我们兄弟姐妹8个，凤俊是
我三姐。她身材高挑，在家时就
是妇联主任。三姐是从上识字班
时开始接触革命的。她带领妇女
做军鞋和军装，鼓励男青年参军
入伍上战场。纳鞋底时，还边干
边说：‘打老蒋，得解放’。她经
常在外宣传革命，一次回家，竟
然把长辫子剪成了短头发，气得
俺娘够呛……”张之元说。

龙游考察团一行踏上盐山，
才知道这里的红色文化多么深
厚。这里不仅是革命老区，也
是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核心
区域，1922 年就有了党、团活
动。1937 年 7 月 15 日，华北民

众抗日救国会和救国军在这里
成立，打响了津南抗战第一
枪。革命战争年代，盐山籍和
牺牲在盐山的烈士有 1902 名，
其中全国著名抗日英烈 9名，是
沧州最多的县。仅张凤俊烈士
周边的村，就出现了很多可歌
可泣的英雄壮举……

一路行走，一路寻访，一路
聆听。在盐山革命烈士纪念
馆，盐山县政协原副主席吕少
军讲起了盐山另一位女英雄崔
兰仙的故事：“崔兰仙 1935年参
加革命，曾写下‘甘愿征战血
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1942
年，担任冀鲁边区妇女救国总
会主任的崔兰仙，带领部队转
移时遭日寇袭击。为了保护部
队，崔兰仙将敌人引向自己。
她身负重伤，子弹打光，敌人
冲了上来，她高喊‘宁死不当
亡国奴’，狠狠抽了日本小队长
几个耳光。敌人端起刺刀连刺
她数刀，崔兰仙倒在血泊中，
献出了27岁年轻的生命……”

龙游一行人眼前一亮：张凤
俊简直就是崔兰仙的翻版呀！她
们都是盐山人，都是共产党员，
都把生的机会让给了战友，都牺
牲得那么壮烈！

吕少军说，崔兰仙的家和工
作的地方，离张凤俊所在村很
近。不知道两个人是否有过交
集，但崔兰仙的英雄事迹肯定深
深扎根在张凤俊心中。

知情人讲述
女英雄的精神世界

龙游县红色文化考察团中，
还有当初和张凤俊一起南下的干
部后代。张丽萍就是其中之一。

南下干部，是解放战争后期
一个特殊而耀眼的群体。他们
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告别父
母，离开家乡，远赴长江以南
的新解放区，在新的“战场”
上，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
重要贡献。

张丽萍的父亲张振国和张凤
俊都是盐山人，张振国比张凤俊
大一岁。南下时，二人在一个分
队学习、训练。1948 年 12 月，
历时 5个多月的行军、学习、枪
械训练，南下干部跨越冀、鲁、
皖、江、浙 5省，1949年 5月 19
日到达衢州。一路上，他们互相
照顾，感情深厚。到龙游后，张
凤俊分到了北区，张振国分到了
南区。张振国在回忆录中以“女
英雄张凤俊”为题，讲述了张凤
俊的故事。他说：“我们不在一
个区，在一个区的话，我还有能
力保护她……在战场上，你打死
对方，或者对方打死你，都不知
道是谁。可张凤俊是直接面对敌
人呀！她受了重伤还要大骂，没
有一点屈服的样子，这才是真正
的英雄！”

张凤俊与张振国曾经产生过
情愫，但当时部队不许谈恋爱，
张凤俊知道后对张振国说：“不
谈就不谈。到南方后，我不会给
咱共产党丢人，也不会给你丢
人，要坚决革命到底。遇到多大
的困难我都不怕，死我都不怕，
要革命！”很多年后，张振国都
没有忘记张凤俊说过的这番话。
他口述，女儿张丽萍整理进回忆
录中。

1949年8月26日，杀害张凤
俊的凶手叶鹤在杭州车站落网。
1950年7月20日下午，龙游举行
公审大会，叶鹤被验明正身，就
地正法。正义的枪声告慰了英
魂。

75年过去了。
龙游下翁墩古石桥，张凤俊

牺牲的地方，历经几百年风霜雨
雪，无数次山洪冲击，仍然屹立
不倒。它身上走过岳飞的金戈铁
马，流淌过烈士的鲜血。这次考
察后，龙游将把这里以及张凤俊
战斗过的地方作为红色设施保护
起来。未来，更多的人将在这里
聆听张凤俊的故事，感受燕赵女
儿的坚定信仰、侠骨悲风。

“她牺牲时只有 19
岁。 19 岁呀！” 4 月 25
日，在盐山县孟店镇常

金村张凤俊烈士墓前，

祭扫完烈士，浙江省衢

州市龙游县红色文化考

察团领队、龙游县人大

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徐建华感叹。

19 岁，如花般的年

龄，作为南下干部，她

远离家乡，来到 2000公

里外的浙江龙游，从事

革命工作。面对来势汹

汹 的 土 匪 ， 她 挺 身 而

出，沉着应战，掩护受

伤的战友撤退，不幸被

捕。面对威逼利诱，她

视死如归，最终倒在敌

人的枪口下。

怀 着 对 英 雄 的 崇

敬，4 月 23 日至 26 日，

龙游县红色文化考察团

来到烈士故里，寻访挖

掘更多英雄故事，并与

盐山开展红色文化传承

交流活动。

“来到盐山，沿着烈

士的足迹走一遍，我们

才 真 正 懂 得 了 张 凤

俊。”徐建华说。

龙 游 朋 友 们 的 到

来，也让盐山红色文化

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此之前，盐山人虽然

知道张凤俊是烈士，但

并不了解她的故事。他

们拂去岁月尘埃，还原

烈士故事，让这位“刘

胡兰”式的女英雄，更

加清晰地呈现在家乡人

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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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福父子在粥屋忙碌着李万福父子在粥屋忙碌着

近日，南皮县举办了主题为“中国梦 劳动美”迎
“五一”职工文艺联欢会，以歌舞、朗诵等精彩演出，向
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和劳动模范送
上节日祝福。 南宝通 张梓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