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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云，沾益县花山街道兴发村一个普普通通的

村民，是杜家第三代小红军墓守墓人。他常说：“把

小红军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对得起红军，我们杜家

会一直坚守下去的。”为了这个托付，近 80个春秋，

杜家人三代接力，寒来暑往守护着烈士的英灵。这个

小红军墓，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由杜家人口口

相传至今。

1936年４月初的一天，一支红军队伍行军经过

兴发村。听说这支红军是从遵义转战到附近的宣威虎

头山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后路过这里的。队伍在村

子里休息了片刻就要继续行军了，出发前将一位大约

十八九岁、躺在担架上不省人事的小战士，托付给杜

正云的外公陈大考和杜正云的大伯杜国安等人。一位

红军首长说：“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请乡亲

们为小战士治疗一下，好好照顾，如果他伤好了，让

他来追赶部队。”这名小红军伤得很重，已经陷入昏

迷之中。

部队走后，杜家人便上山采挖草药熬给小红军

喝，但伤情不见好转，第二天清晨小红军就离世了。小

红军去世后，杜正云的外公陈大考和他的爷爷杜万聪、

大伯杜国安、舅爷爷付德林等一家人商量后，一致同

意按农村习俗安葬小红军。陈大考等从村里找来木板

钉制棺材，杜正云的父亲杜国民等负责到集镇购买备

办纸钱等用品，杜正云的外婆杜琴珍等人赶工缝制了

布鞋和衣服为小红军装殓。小红军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出

殡了。乡亲们都说这么年轻的娃娃就出来闹革命，小

小年纪就牺牲了，我们穷人要把他当亲人看待。于是

把小红军安葬在了离杜家祖茔不远的石头山下。

原来，1936年3月，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长

征途经宣威，在虎头山与驻守宣威县城的孙渡纵队刘

正富旅展开激战。这是红军在云南境内进行的最大一

次战斗，双方参战人员多达数万之众。面对数倍于我

之敌，红军给敌以重大杀伤，共毙敌近千人，缴枪

400余支。同时，红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4师 12团

团长钟子廷、11团政委黄文榜、师组织科长唐辉等

300余名红军指战员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这位不幸负

伤牺牲的无名小红军就来自这支队伍。

安葬了这名小红军后，杜家人一直把他当逝去的

亲人对待，每年清明节都要来到小红军墓前祭拜。

1959年，杜正云的外公陈大考和他的父亲杜国民先

后去世，临终前交待杜正云的母亲，一定要守护好小

红军的坟墓。1975年盘江公社革委会修缮了小红军

墓，并在墓前立了一块石碑。1982年和 2002年，杜

正云的外婆杜琴珍和母亲陈菊英先后去世，临终前仍

然嘱咐他要继续守护好红军墓。在家务农的杜正云经

常会到小红军墓前去看看，每年清明节和十月初十，

杜正云和老伴都要带着孩子们专门为小红军扫墓，为

墓碑上的五角星和红字添1次红油漆，还要给孩子们

讲一遍红军为穷人闹革命、红军部队对杜家托付的故

事，让孩子们牢牢记住小红军就是我们的亲人。每当

杜正云高兴或烦心时，都会拿着提琴或笛子，来到小

红军墓前拉一段、吹一曲，有时他还会自言自语地和

小红军说说话，他相信，他的琴声和话语小红军都能

听见。

2005年初，杜正云用自家一亩半的好地跟村民

更换了红军墓周围的一亩左右的散地。村里一些人说

他“憨”，他没有去争辩，也没有放在心里，他要在

红军墓边上盖一两间小平房，建一个红军革命传统陈

列室，更好地守护革命先烈的英灵，让更多的人在这

里受到革命传统教育。

如今，红军墓已经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经常

会有学校和单位到这里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凡是学生

或党员干部到小红军墓前瞻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杜正云都会当义务讲解员，他要让更多的人记住这段

历史、记住红军，把红军的优良传统传颂下去。杜正

云的儿子杜周恩表示，他会将红军墓继续守下去，杜

家人会世世代代守护好红军墓。
（作者单位：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

为了一句托付 三代人坚守
■ 张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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