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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好红色文化资料，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这是李来平在收迁烈士遗骸的同时，思
想上发生的又一个飞跃。四年来，他在收迁烈
士遗骸工作中，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整理，使
他的红色文化收藏增加了更丰富的内容。他
先后收集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方山县的
大大小小十多个战役故事，如麻峪伏击战、抗
日烽火方山树林则村伏击战；还收集了烈士任
振华革命故事二三事、时任方山县政府秘书
兼民政科科长烈士李明先、抗日战士王耿
人、崔海治等烈士事迹；还有在抗日战争时
期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方山县人民，发生在大
武、阳圪台、峪口等地的悲惨案例。收集伟

人像章、画 60多幅；记录我党重大历史变革
时期的各种报刊 300多份，实物 100余件。同
时，他还收集了曾被吕梁地委、行署命名的

“当代吕梁英雄李月生的故事”。李月生系方
山县麻地会乡的一名乡镇企业管理员，他从
23岁起，用微薄的收入先后赡养了 28位孤寡
老人。这些收藏是进行党史、国史教育的极
好教材。

今年 8月 9日，李来平在其家里举办了李来
平红色文化展。受邀来参加文化展的有晋绥边
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山西省报业协会、嘉冕丰凯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中赞中坦文化交流项目组
委会主任、毛泽东新闻研究院副院长、毛泽东特型
演员张瑞奇，359旅后代贾宪生、金会泉和吕梁
市、方山县相关单位共计20多个单位和人士。方
山县关工委于9月25日在全县召开的关心下一代
工作推进会议期间，组织全县各乡镇分管领导、

“五老”副主任、各学校校长、“五老”进行了实地参
观。目前，受方山县中小学的邀请，李来平红色
文化展正在各学校开展巡回展出。他的妻子，
也主动回来成为他收迁烈士遗骸、举办红色文
化展里里外外有力的助手。

一个老农民的情怀一个老农民的情怀
————记方山县收迁晋绥边区烈士遗骸志愿者李来平记方山县收迁晋绥边区烈士遗骸志愿者李来平

□□ 任金才任金才

2017年，对于方山县麻地会乡韩家沟村
59 岁的农民李来平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
就在那年的 2月，山西省晋绥文化发展基金
会名誉理事长贺晓明调研来到晋绥边区兴
县。得知这一消息后，方山县委委派县原政
协名誉副主席吴殿明前往兴县，就贺晓明父
亲——十大元帅之一贺龙在方山创办的贺
龙中学事宜取得联系。贺晓明理事长讲到，
在兴县选址新建晋绥革命烈士陵园，方山县
是红军东征时的主战场之一，发生了无数次
的战争，据史料记载牺牲官兵 1000多名，至
今烈士遗骸尚未收迁。贺晓明同时强调，收
迁烈士遗骸是一项非常复杂、细致又漫长的
工作，需要各方努力来完成。当时，吴殿明

考虑再三，把目标锁定在了李来平身上。
李来平，方山县麻地会乡韩家沟村一个

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家里有 11 口人的老农
民。老李虽然是个农民，但他收藏了不少红
色伟人像（画）章，还在自己的院子里举行升
国旗仪式，本人实在，办事又兢兢业业。对于
收迁烈士遗骸一事李来平一口答应。李来平
随即在全县展开了烈士资料的普查，并不断
将收迁情况与北京的贺晓明及时取得联系。
他的行动得到贺晓明的大加赞赏和贺晓明的
大力支持。贺晓明得知李来平有收藏红色文
化的爱好，于是从北京为李来平寄来了有价
值的不少红色文物。从此，李来平便担当起
了晋绥边区收迁烈士遗骸的志愿者。

承诺做一件事容易，但难能可贵的是把
事情做到底。方山县是 1971年恢复的一个
新建县，除保留特别有影响的几个烈士的资
料外，在战争年代牺牲的许多烈士资料几乎
为零。为此，2017年 2月李来平接受这一任
务后，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马拉松”普
查。寻找烈士遗骸更是难上加难，过去的战
争多发生在偏远的高山陡坡，地形十分复
杂，大部分烈士不是牺牲在茂密的林地，就
是乱石地。鉴于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烈士
牺牲在哪里就埋葬在哪里。由于多年来水
土的流失，让很多烈士墓面目全非或无影无
踪。加之许多烈士的后代有的迁移在外地
居住无法取得联系，相当一部分后代出现断
层，寻找烈士遗骸唯一的来源，只能依靠当
地群众和为数不多的老人们。

寻找烈士遗骸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困难，
但李来平不惜一切代价，持之以恒，一步一
步地迈出了他收迁烈士遗骸的艰辛之路。

根据北武当镇新民村现年 90 岁的老人
张启明提供，八路军为掩护从延安过来的党
组织，朱昔、武永祥、苏明三名烈士遭到日寇
的包围，牺牲在该村的岔梁山和黑泥山一
带。获得这一信息后，2019 年清明节前，李
来平和勘验人员携带干粮、矿泉水先后在疑
似有烈士遗骸的范围内连续寻找 50多天，由
于此处是沙棘丛林和乱石地带，勘验人员无
法进入，他们只能用探杆一杆一杆地扎，但
扎遍了所有地段都没有找到。在万般无奈
的情况下，李来平只好徒步往返十多里路将
行动不便的老人抬到山上进行了地理位置
的辨认，终于找回了三位烈士的遗骸。

马坊镇周家沟村曾发生过一起由于汉奸
告密、八路军 120师 358旅遭到日寇围堵、90
多位烈士全部遇难的惨案。经过李来平上上
下下一个多月的勘验，终于找到了 4位烈士
的遗骸，其余烈士遗骸至今仍然没有找到。

2019 年 7 月，根据薛正清烈士孙女提
供，烈士薛正清是方山县北武当镇人士，牺
牲时时任 358旅供给部主任，在一次战役中
牺牲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树茂村。为了
尽快找回烈士遗骸，实现烈士后代的夙愿，
李来平风尘仆仆和烈士的后代奔赴陕西省
榆林市横山县，连续 7天查阅了横山县所有
相关单位的资料，经过周密调查核实，证明
薛正清烈士就牺牲在此地。他们又奔波到
烈士牺牲的地方，据当地一位 92 岁老者回
忆，由于当时敌人飞机狂轰滥炸，大部分烈
士的遗骸早已没有踪影。

在寻找烈士遗骸过程中，只要有一点线
索、一线希望，李来平决不轻意放过。四年
来，他踏遍了全县 7个乡镇，在 100多个行政
村循环往复，不知穿梭了多少次。截至目前,
共普查到烈士 1400 多名，寻找到烈士遗骸
26 具，其中有 12 具遗骸于 2019 年清明节迁
送到晋绥边区烈士陵园。

李来平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山西省晋绥
文 化 发 展 基 金 会 名 誉 理 事 长 贺 晓 明 的 认
可。今年 7月 28日，贺晓明理事长在北京召
开晋绥边区收迁烈士遗骸座谈会，李来平作
为晋绥边区五名志愿者之一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座谈会上，山西省晋绥文化发展基金
会正式聘任李来平为晋绥边区收迁烈士遗
骸志愿者，并颁发了晋绥边区收迁烈士遗骸
志愿者证书。

李来平收迁烈士遗骸可以说是“疯”到头
了，凡是有烈士遗骸的信息，他二话不说放弃
手头的一切事情，不论是烈日盛夏，还是严寒
的冬天，就直奔到那里。有人为他算了这样一
笔账，一年 365天，李来平几乎有 200天以上都
奔波在收迁烈士遗骸的事业上。家里原来承
包的五亩责任田，他顾不上种植辞退成三亩，
别人的责任田亩收入都在两千元以上，而他的
收入不足二百元。更让家里人不理解的是，自
从李来平开展收迁烈士遗骸工作，不仅家里的
收入大大减少，而且每年的外债“滚雪球”似的
增加。不仅如此，他的人情味也变得逐步“淡”
了许多。村里的好友、亲戚举办红白理事邀请
他参加，因为没有时间他只能通过微信道个歉
寄上个礼。

不管来自哪里的闲言碎语，哪怕是家庭再
大的压力，李来平心里有自己的一本账。在今
年 7 月 28 日贺晓明理事长在北京召开的晋绥
边区收迁烈士遗骸座谈会上，贺晓明理事长拉
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方山收迁烈士遗骸的重任
就依靠你了！这不仅仅是一份责任，也是千百
万中华儿女的共同呼声。特别是他在收迁烈
士遗骸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用生命保护烈
士的精神和热切希望烈士遗骸尽快回归的迫
切心情，使他永远难以忘怀。

方山县积翠乡赤红沟村有个村民叫刘东
平，他的爷爷当年曾亲眼看见日寇将年仅 26
岁、决死四中队师侦察排排长活活打死。为了
保护这一烈士的遗骸，刘东平的爷爷冒着被日

寇发现掉脑袋的危险，偷偷把这位烈士的遗骸
埋藏起来。不出所料后来还是被日寇发现了，
日寇用刺刀残忍地刺穿了爷爷的腿，从此，爷
爷便成为终身残疾。但爷爷祭奠烈士的初心
不变，一直到解放后爷爷每年的清明节坚持扫
墓。爷爷去世时把守护这位烈士的责任延续
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把守护这位烈士的责
任传承给他，一家三代人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
守护着这位烈士，去年清明节，李来平将这位
烈士的遗骸迁送到晋绥边区烈士陵园。更让
李来平感动的是，凡是他所到之处，不论是村
干部还是村民，总是不计任何报酬主动给他
引路或提供线索。峪口镇分泉四沟村退休职
工车骑，听说李来平收迁烈士遗骸的消息
后，深受感动。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该村
曾在一次战役中牺牲我官兵 80多名，这位退
休职工主动与李来平取得联系，自带干粮亲
自带路，连续在该村翻山越岭整整寻找了三
天，但终因多年雨水冲刷未能找到。他的儿子
车骁受其父亲的影响，也主动成为李来平寻找
烈士遗骸的志愿者。像车骑这样的志愿者，如
今已有十多名。

方山县政府对李来平收迁烈士遗骸工作
给予了大力支持，去年政府拨款 11 万专项资
金，专门用于李来平收迁烈士遗骸费用支出。

每每回忆起他收迁烈士遗骸的往事，李来
平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决心不负党和人
民的重托，哪怕吃再大的苦，也要把有一线希
望的烈士遗骸收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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