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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女，女，1973年7月
生，河南省内乡县赤眉镇东

北川村村民。1998年，一场车
祸致使王小女的丈夫高位截

瘫。沉重的打击，让她丈夫失

去了活下去的希望。几次轻

生，都被小女发现制止，是她

的坚持才使丈夫放弃了轻生

的念头。为了撑起这个家，王

小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辛。她既要照料丈夫、年幼

的儿子、80多岁的公公，还要
种植田地和管理果园。尽管

如此，她也从不喊苦叫累，精

心照顾瘫痪丈夫25年，筑起
了一个温暖的家。

突临横祸 一家责任一
肩担

1996年，王小女和马亚
波结婚。婚后，夫妻俩在赤眉

镇东北川村邵庄组开荒造

田，种植林果，农闲之余跑生

意，家庭生活幸福美满。1998
年，一场意外致使丈夫马亚

波胸椎六、七节骨折引发高

位截瘫。当时，他们家庭困

难，没有钱做深入治疗。医生

告诉王小女，像她丈夫这样

的情况也没有必要再深入治

疗，出院回家调养就可以。沉

重的打击，让马亚波失去了

活下去的希望。

那些年不少亲戚朋友劝

王小女，这个家老的老，瘫的

瘫，你早晚会被拖垮，趁着年

轻带着孩子早点改嫁算了。每

每听到这些人的“好言相劝”，

王小女总是说：“做人要有良

心，我当初嫁给亚波时他好好

的，现在他倒下了，我走了他

怎么活？有他在我们还算有个

完整的家，他活一天我伺候一

天，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孝顺老

人”。

无微不至 床前伺夫显
大爱

为了撑起这个家，王小女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

辛，她既要照料家庭，还要种

植田地和果园，一个人恨不

得掰成八瓣用。无论寒暑，她

每天准时清晨4点半起床，安
顿好丈夫，赶忙下地干活，每

晌收工回来，先为丈夫倒尿，

接着给他添茶，然后做饭。马

亚波下肢肌肉萎缩、胸口以

下没有知觉，更不能自主活

动，小便靠体外引流，大便要

靠服药才能排泄。医生嘱咐

说，他的身体需要定时翻动，

不然会生褥疮的。所以王小

女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给丈夫

翻一次身。每翻一次身子，王

小女都要忙活出一身汗，时

常为了丈夫排便要忙活半

天！通常每晚只能睡四五个

小时的觉。一次，她累得晕倒

在地头，邻居将她送回了家，

马亚波抱着昏迷的王小女痛

哭了大半夜。

由于常年超负荷劳动，

王小女身体严重透支，几次

晕倒，经休息后才缓过来。还

经常性腰酸腿疼胳膊麻木疼

痛，尤其冬天更加严重，只能

靠止疼药和风伤止痛膏来缓

解。2017年7月，正在地里干
活的王小女又突然晕倒，邻

居把她送到医院，经检查为

冠心病，需要住院治疗，可是

她牵挂着家里瘫痪的丈夫，

就向医生说明情况，医生只

好同意她白天到医院输水治

疗，晚上回家照顾丈夫。由于

王小女的儿子刚参加工作，

她不想影响儿子，就没有告

诉儿子自己生病，硬是撑着

每天来回100多里往返于医
院和家。2018年9月，王小女
再次晕倒，儿子把她送到医

院，经检查不但冠心病犯了，

又增加了肝损伤，需要住院

治疗，经过10多天的治疗王
小女才康复。2020年4月，王
小女和丈夫共同因冠心病到

内乡县人民医院治疗。治疗

期间王小女突发肚子痛，内

乡县人民医院检查不到病

因，家人就把她转往南阳医

专附属医院，经检查确诊为

急性胰腺炎。在南阳治疗期

间，王小女依然牵挂家里的

丈夫马亚波，每天打电话问

候丈夫。病情稍有好转，她就

跟医生请假白天在医院输

液，晚上回到家中照顾丈夫。

照顾家人 再苦再难咬
牙挺

王小女的公公80多岁，常
年身体不好，平时她伺候完了

丈夫，还要照顾公公。王小女

的公公患脑血管硬化和气管

炎，需要卧床。她给公公端吃

端喝，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一

直到2022年老人去世。公公在
弥留之际曾拉着王小女的手

说：“你是俺家的恩人，你太辛

苦了，今后要注意身体，这个

家全靠你了。”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王

小女精心经营着十几亩油桃

林，她学会了开三轮、开汽油

机，修枝打叉、整地打药……

在她的细心呵护下，丈夫的

身体逐渐有所好转，精神上

也走出了低谷，他还主动从

网上学习一些农业信息，为

妻子干活支支招，指点指点

妻子的农活。2013年，夫妻俩
开始尝试骑上三轮车到山里

收点奇石、挖点老树根，回来

做些造型，卖给外地来看桃

花的游客，多年经营下来，很

多老顾客成了夫妻俩的好朋

友，家里又多了一个挣钱门

路。

春去秋来，光阴流逝，25
年过去了，王小女凭借她善良

的心地、坚韧的性格、无私的

品德成为乡里乡亲的榜样，带

动了方圆10多里的乡亲们贤
孝成风。

王茂贵，男，中共党员，1937年
10月出生，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文
殊乡花山村村民。1968年，王茂贵
发现家乡花山寨会议旧址的山岗

上有6座无名红军烈士墓，想起自
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战友，他决定

要一辈子为他们守墓。自此，王茂

贵开始了他的守护，55年如一日。
后来，来花山寨参观学习的游客越

来越多，王茂贵便主动担任起义务

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红

色革命故事。王茂贵家庭曾获“全

国最美家庭”等荣誉。

默默守护 做无私奉献的践行者

从光山县城一路向西南方向

驱车而行，沿途绿树掩映，大约半

个小时，看到十来座连成片的古旧

土坯房，往右一拐，前行近百米，就

到了著名的花山寨会议旧址。

提起红军长征几乎无人不知，

说到花山寨会议则鲜有人闻。但实

际上，花山寨会议被称为是红二十

五军长征的决策地，具有十分重大

的意义。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
豫皖省委就是在花山寨召开第十

四次常委会议，作出了率领红二十

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历史决策，成

为决定红二十五军前途命运的转

折点。

在花山寨会议旧址内，有一片

红军墙。绕过红军墙，沿着石阶往

上走，平阔的山顶上矗立着9块烈
士墓碑，除了姚志修、胡柱先、匡占

华外，其他的都是“无名烈士墓”。

络绎不绝前来参观学习红色文化

瞻仰烈士墓碑的人，总会看到一个

八十多岁的老人，眼神肃穆地看着

铜像，拿着干净的红布一点点擦拭

烈士铜像和墓碑，他就是85岁的王
茂贵。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么做时，

老人总是看着墓碑眼含泪水地说，

“这些烈士年纪轻轻就为革命牺牲

了，大部分都只有20多岁，作为一
个老兵，守护烈士墓是我的义务。”

这个守望承诺，一做就是55年。
少年从军 做保家卫国的先行者

1955年3月，为响应党和国家
的号召，年仅18岁的王茂贵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报名参军。那一天，

他带着行囊，满载着对党和人民

事业的赤诚情怀，坐上了并不知

道目的地的火车一路向前。那时

那景，能参军报效祖国，内心无比

地激动和自豪。到达目的地（朝

鲜）以后，他被编排在十六军四十

七师独立卫生营当卫生兵。他发

现，部队所处环境十分恶劣，吃住

困难，夜晚要睡在山洞里，被子和

衣服全是旧的，但王茂贵并没有

被困难打倒，反而更加富有激情，

从内心里为自己打气，他选择了

接受和面对，挺起脊梁，履行一个

白衣战士的特殊使命———照顾战

场上受伤的士兵，从此开始了一

生中引以为荣的军旅生涯。

为了当好卫生员，王茂贵十分

努力，刻苦钻研学本领，提升素养

磨意志，业余时间不断学习，加强

训练，时刻以军人的自律来要求自

己。“每一个伤员都是我心中的英

雄和学习的榜样，能够照顾他们是

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当看到战友牺

牲，就万分悲痛。可我知道，在家国

情怀面前，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

都会选择保家卫国，不怕流血牺

牲，做一个铁骨铮铮的好战士。”在

回忆朝鲜战场的流金岁月时，王茂

贵饱含深情地说道。

默默守护 做无私奉献的践行者

1958年，王茂贵从部队退伍

后，默默返回家乡务农为生。1968
年当上生产队长后，他发现花山

寨会议旧址的山岗上有6座无名
红军烈士墓。埋葬在这里的烈士，

主要来自红军游击队、红二十五

军和红二十八军。看着这些沉睡

在这片土地上的英勇灵魂，王茂

贵的心中充满了敬仰和感动，他

暗中发誓，一定要守护好这些前

辈和战友的陵墓。自此，王茂贵开

始了他的守护，几十年如一日。他

每天坚持到墓前打扫卫生，将烈

士墓碑前的落叶、杂物打扫得干

干净净，认真地擦拭每一块墓碑、

每一座铜像……他说，“我和群众

一起划了个‘底线’，不管村里有

啥事儿，这座山头和这片林子都

不能动。”王茂贵回忆，村里的老

人们曾反复交代过，这里埋葬着

红军烈士，还有很多首长曾经在

这里工作、战斗过，这是村里的

“念想”。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

在这条红军墙到红军墓园处97级
的台阶上走了多少个来回。无论

严寒酷暑，为了心中那份牵挂，他

一直坚持为烈士守墓，用自己的

行动守护心中那份对于烈士的敬

仰之情。

义务讲解 做英烈故事的传颂者

近些年，来花山寨参观学习

的单位和游客越来越多，王茂贵

就有了新的想法：“要让大家知道

先烈们的英勇事迹！”他不顾年迈

的高龄，不要任何报酬，主动当起

义务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游客

讲述红色革命故事。早些年王茂

贵读过两年私塾，还上过小学，能

够识文断字，但真正要讲清讲好

红二十五军的历史还是有些吃

力。于是，他找来《红色花山寨》一

书学习，遇到不会的字就查字典，

讲着讲着忘了，就再翻翻书。为了

让英烈故事入脑入心，王茂贵逐

渐总结出了“门道”，“我生在旧社

会，过过苦日子，还当过兵，我就

拿我的经历对比现在的生活，让

年轻人想想英烈在他们这个年纪

在干啥、图个啥。”王茂贵出生在

花山寨附近的翁湾村，“家里弟兄

五个，人多地少，过不下去，还碰到

过国民党抓壮丁。”十二岁时，王茂

贵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了花山村，

给当地的地主打工，勉强维持生

计。新中国成立后分到了田地，王

茂贵一家才在花山村扎下了根。遇

到年轻的游客，王茂贵经常用自己

的家史还原当时的社会环境，再和

今天的富足生活作对比启发游客

思考。王茂贵还依托主题党日系列

活动，以讲故事的形式宣传红二十

五军历史，受文殊乡党委邀请定期

到村（社区）、学校宣讲红色故事，

传播红色文化。讲到先烈们的牺牲

和付出时，王茂贵时常潸然泪下，

他的讲解感动了来自五湖四海、各

行各业的听众，让更多的人传承红

色英烈精神，做有担当、肯奋斗的

时代新人。

信守承诺 做初心使命的守护者

王茂贵说，“烈士们参军比我

早，都是我的前辈。他们来自五湖

四海，为了革命牺牲在我的家乡，

护好他们身后的安宁，我义不容

辞。我活着一天，就要为他们站好

岗。”

“为这些烈士站好岗。”这是王

茂贵答应红军的事。从1968年到现
在，一晃半个多世纪就这样过去

了。如今，守护仍在继续。打扫旧

址、清除杂草，巡看有没有墙体破

裂，有没有火灾隐患，有没有翻墙

破坏现象等等都是王茂贵要做的

事儿。要守护好这片土地并不容

易。春夏季节，杂草疯长、灌木丛

生，不知道用坏了多少把柴刀，被

树木刮破了多少件衣服；秋冬季

节，落叶纷飞、气温骤降，不知道更

换了多少把扫帚，被寒风吹裂了多

少次脸庞。王茂贵凭着一股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

信念，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

红军守墓、为英雄寻亲”的铮

铮誓言。从长达九年的独自守

护到如今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自

发前来祭奠，王茂贵的诚信和坚持

终于将这些红军烈士的故事传播

了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和学

习革命先烈的奋斗历史。55年岁月
无言，惟有青山忠骨，诉说着红军

烈士的不畏牺牲，也见证了王茂贵

的赤诚坚守。

王茂贵能够50多年如一日守
护花山寨会议旧址，离不开家人的

理解和支持。王茂贵一直居住在花

山寨会议旧址不远处，多年来，妻

子一直致力于做好他的“后勤保

障”工作，儿女虽常年在外务工，但

都十分支持父亲的“工作”。每逢节

假日，王茂贵全家人便一起为烈士

扫墓、擦拭墓碑及铜像，践行着爱

国爱党、勤勉务实的优良家风，赢

得了周围群众的赞美。

用真情守护红军记忆，以无私

践行“红色之约”。王茂贵用平静而

坚定的步伐，将“义务守护”的千金

之诺兑现为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以

真诚无私的奉献，在革命遗址里书

写自己的大爱人生。

来源：中国文明网

陈庆伟，男，1983年5月生，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油坊陈村

村民。陈庆伟是河南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陈氏木梳技艺”第

九代传承人。在得知雕刻梳工

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境况时，

他义无反顾放弃高薪工作返乡

传承工艺，一坚持就是10余年。
他专注于梳篦制作技艺发掘抢

救，把家乡濒临消失的梳篦制

作技艺传承发扬，推动中国传

统文化和世界文化融合交流。

陈庆伟利用自家住宅开办梳篦

展览馆，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先后举办非遗项目进校园、进

社区等免费制作体验活动200
多场次，受众达10万多人次。

传承坚守260年的祖训

“陈氏木梳技艺”起源于公

元1768年，260年间，其传承人坚
守“货物求真，不得欺客；行商务

正，不得欺世”祖训，把梳篦行业

做得风生水起，其商号“万聚号”

在周边享誉盛名。陈庆伟自幼耳

濡目染，对一块木头变成梳子的

制作工艺充满了好奇和迷恋。小

时候他常常跟着伯父摆弄制梳

工具，长大后，把伯父的手艺也

学到了不少。

2008年，陈庆伟回家探亲，
在和伯父谈心中了解到，雕刻

木梳这项传统工艺，目前正面

临着后继无人的境况。为了保

护和挽救这一濒临灭绝的文

化载体，陈庆伟毅然辞去高薪

工作选择了回家自主创业，从

祖父辈手中接过传承传统技

艺的接力棒，默默无闻扎根家

乡，从事着传统梳篦制作技艺

的发掘保护传承工作。

为寻找制造优良木梳的

方法，陈庆伟先后跑遍河南省

18个地市和省外40多个地区，
行程6万公里，广泛收集传统
梳篦民间留存资料，拜访梳篦

行业老艺人。“桃木梳的制作

工艺流程大体上有26道，主要
有原材料的挑选、制胚、初加工

半成品、成型、雕花、打磨、抛光

等。”陈庆伟说，这些生产过程

中，每一步都要求制作者具备

高超技艺和认真态度。2015年4
月，陈庆伟慕名来到河南省沈

丘县付井镇大杨村杨井永家

里，老艺人当时重病在身一直

卧床不起，很久没有出来会客

了。当老人听说是梳篦行业后

生来拜访他时，一下就来了精

神头，专门让老伴给他穿戴整

齐，洗了脸出来见陈庆伟。老艺

人拉着陈庆伟的手俩人长谈了

两个多小时，身体实在支撑不

住了才回里屋休息。临别时老

艺人老泪纵横，拉着陈庆伟的

手不舍得让他离开，特意让老

伴取来他用了一辈子的制梳工

具赠送给陈庆伟说道：“孩子，

我这手艺后继无人了，你可要

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下去

啊！”陈庆伟走后没多久，老人

就离开了人世。每当想起这件

事，陈庆伟总是泪流满面：“没

啥说的，我一定要为制梳行业

争这口气！”

文化赋能传统工艺为国争
光

为了更好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元素融入木梳制作技艺之

中，陈庆伟从零开始，投入大量

时间观看网络视频和学习专业

书籍，然后边看边揣摩边手工

制作，一个程序反复练习上百

遍，双手被工具扎破成为家常

便饭，至今手上还留有几处大

伤疤。“创新能赋予传统制作技

艺新的生命力，想要发展就必

须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在熟练掌握手工雕刻技术的基

础上，陈庆伟开始对传统的木

梳制作技术创新。经过几百次

的试验失败之后，陈庆伟终于

将数控雕刻引入木梳制作，大

大提高了木梳的艺术性和观赏

性。

为了向社会大众普及梳篦

文化，陈庆伟腾出自家的院落，

建起了全国第一家个人开办的

木梳展览馆，馆藏300多件历代
木梳制品，他自己担任讲解员，

免费向社会大众开放，至今已

接待来自社会各界的观众

20000多人次，并举办传统文化
进校园进社区活动200多场，受
众达10万多人次。在陈庆伟的
不懈努力下，陈氏木梳被列入

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多年来，他设计制作的木梳
作品借助国家的“一带一路”倡

议，实现了通江达海。作品远销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

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小小木梳

把中国文化的广博和中国人民

的智慧和友善传递给了世界各

国人民。为了助力村民致富、乡

村振兴，2017年陈庆伟创办了
木梳制作技艺传授所，通过免

费传授乡亲们制梳技艺，带领

乡亲们发家致富。

陈庆伟凭借自己的执着

追求，使家传的手艺发扬光

大，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和创新发展，同千千万万“非

遗”传承人一道，把中国故事

讲述下去。

王茂贵

志愿军老兵为红军烈士守墓55年 让红色基因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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