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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凡事

黎明，第一缕霞光照在天马山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
上，他仔细抚摸着洁净的墓碑，似乎冰冷的墓碑已经有
了生命的温度。

他本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
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2013年，天马山烈士陵园在他所
在的村里建成，也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

每年清明节期间，前来烈士陵园祭扫的各界人士络
绎不绝。但到了节后，陵园又恢复了平静。此时，陪伴
着烈士灵魂的只有他。24 小时的陪伴，365 天的逡巡，
一年又一年的坚守。三年来，他每天都与长眠在这里的
烈士对话，已经成了烈士陵园一道独特的风景。

他叫王新，是孟庄镇葛洼村村民，也是天马山烈士
陵园的守陵人。

（一）
“你干点什么不好啊？偏偏去守着墓地，你不觉得瘆

得慌？”
王新告诉妻子自己要去烈士陵园做管护工作时，妻

子很不理解，也很不支持。不过很快，王新就做通了家
里的思想工作：这份荣誉，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获得
的，得珍惜！

话虽如此，其实一开始，王新心里也有些忐忑，当
地人毕竟都觉得陵园阴气重、不吉利。但当他第一次擦
拭着烈士的墓碑，闻着墓区沁人心脾的花草芳香，心底
有种说不出来的神圣。

“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让烈士有一个干净整洁、庄
严肃穆的安息环境，是活着的人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情
了。”王新的一句大白话，让人肃然起敬。

“刚到陵园的头一年，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
到了后半夜，就怕有人敲门或者打电话来。”王新笑着
说，“可我来这三年了，啥事儿没有。陵园里安息的都是
先烈，正气凛然，就算有邪气也被吓跑了。”

王新还告诉记者，自从烈士陵园坐落在他们村，村
里接二连三出了好几个大学生，还有几个考上了研究
生，“老人们都说，这是烈士的英灵在保佑村里的人
呢！”王新笑呵呵地说。

其实，哪有什么保佑呢？村里的村民愿意为了建烈
士陵园，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土地和利益，这份善良和正
义，又怎能没有好的回报呢？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因果吧。
（二）

步入陵园，旗杆下面雕塑着钢枪、头盔和鲜花的无
名烈士墓，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王新每天清洁工作的第
一站，他习惯性地来到无名烈士墓浮雕墙，抚摸着花岗
岩的墙壁，有着说不完的心里话。

进入墓区，首先是四块分别纪念着官地惨案、铁道
游击队、黄山涧战斗和郭里集惨案的集体纪念碑。“这四
次战斗，牺牲的烈士实在太多了，特别是郭里集惨案，
有年纪的说那是‘万人坑’，牺牲的战士都填了大坑，那
得有多惨烈啊！”每次向人介绍烈士的事迹时，王新的情
绪总是很激动，两眼泛着泪花。

每天巡视的时间，也是王新熟悉烈士的时刻。烈士
们事迹，他如数家珍。每一块烈士墓碑，王新都小心翼
翼的擦洗，“不能用水，得用酒，擦的干净，也能保护石

碑。”王新一边擦着一边说道，用他的话说，每天擦洗一
次墓碑，是给烈士们“洗洗脸”。

（三）
白天，王新要拔杂草、清杂枝、扫陵园；晚上，王

新要巡逻、检查、确保陵园安好。住就住在陵园内，平
房住过，铁皮房住过，中午晚上经常热得睡不着，有时
候实在不行，王新干脆就到墓区里的凉亭卧上一夜——
为的就是住在陵园里能时刻守护英雄。

“那时我最常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轰赶羊群。”说到这
里，王新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因为没有院墙,附近的
羊群总是过来,树苗可就遭了殃。”就这样，在王新精心
照料下，小树苗慢慢长成了参天大树，陵园里的各种苗
木也都旺盛的生长着，伴烈士长眠。

“可以说，园林的活儿是干不完的，只要想保持陵园
园林的美观，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修枝剪叶。”王新
说。而这仅仅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逢年过节，大多数人
都放假休息，而这时，却是守陵人最忙的时候。因为，
每逢节假日就有亲人、学生、领导或者部队的人前来扫
墓，守陵人就得值班，负责接待。

而让王新感慨的是，陵园内的烈士们，并不全都有
后代前来扫墓：他们有的家人在战火频仍的年代走散
了；有的年纪轻轻就牺牲了，没有留下后人；有的甚至
没有留下名字，成了无名烈士……而守陵人，就成了烈
士的亲人。每逢春节和清明，王新总要自己掏钱买上香
烛纸钱，给坟墓培培土、拔拔草，过来拜祭一番。“不管
以后能不能为剩下烈士找到亲人，我想一直守下去，不
让烈士寂寞。”王新说。

（四）
陵园管理工作单调而枯燥，每天抬头看到的是高耸

的烈士纪念碑，低头看到的是一座座烈士墓碑，王新每
天的工作除了为烈士们擦洗墓碑、修剪院子里的松柳，
就是打扫打扫卫生。每逢清明节前，他都会仔细为600
余座烈士墓碑描清字迹。待到清明时节，人们都会到烈
士陵园缅怀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这时，王新就
要负责整个活动的秩序安排，包括喇叭音响、水电管理
等。

很忙碌，很繁琐，但王新乐此不疲。“这里长眠的烈
士，有铁道游击队时期的，有鲁南战役时期的，有对越
自卫反击战时期的，这其中，有许多的无名烈士。他们
洒尽了一腔热血，最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与烈士们相
比，突然就感觉自己的荣辱得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如今，天马山烈士陵园这方红色热土成为社会各界
缅怀先烈，开展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重要场
所，每年前来祭奠的烈士家属、学生、军队等各界人士
络绎不绝，是省级重点保护单位。看着陵园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熟识，王新感到很欣慰。他表示，在他的有生之
年，他将一直坚守在这块红色阵地上，直到生命的尽头。

“烈士陵园其实不仅仅是一座陵园，它更应该成为人
们寻找革命精神的窗口，成为时代精神的阵地。”王新
说。其实，革命精神需要传承，需要更多像王新这样守
护陵园的人，他看守的不只是一座陵园，而是整个革命
的精神。

（图文：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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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中区司法局充分发挥职能优
势，紧密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将法治宣
传、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作为推进“法治市
中”建设的核心要素，大力推进法治实践活
动，弘扬法治理念，增强法治信仰，助推

“法治市中”建设开花结果。目前，全区84
个村（社区）被命名为市级以上“民主法治
示范村 （社区） ”，该区连续四年被市委、
市政府评为“法治枣庄”建设先进区；去
年，该区普法办被评为“2011-2015年全省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先进普法办”。

创新工作方式 提升法治宣传实效性
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方式方法，全面

推进“法律六进”活动和法治文化阵地建
设，通过发挥光明路街道雷村“法德文化广
场”、永安镇王林社区“法治文化家园”、中
心街街道薛庄社区“夕阳红法治文化驿站”

等“一镇街一品，一村居一特”法治文化建
设示范点的辐射作用，潜移默化地培养群众
法治信仰。目前，省市已命名首批法治文化
建设示范基地（示范点）7个。积极发挥法
治文化教育、熏陶、示范、引导作用，组织
开展“法治大讲堂”、“普法使者进校园”、

“法润青芽”、“12.4”国家宪法日主题宣传
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并依托“一网双微”
媒体平台，开设“法治时空”专栏和“市中
普法”微博、“法治市中”微信公众号，直
击法律热点、关注法治焦点、解读法治视
点、传播法治理念，使群众在法治实践中享
受法治成果。

拓展服务领域 加强法律服务多样性
坚持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契机，

建立覆盖全区城乡的区、镇街、村 （社区）
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工作室），深入推

进党政一体法律顾问制度以及一村一社区一
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优化网上公共法律服务
大厅和“12348”法律服务热线功能，实现
公共法律服务公益化、普惠化、均等化、便
利化。大力发展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
等法律服务业，拓展服务领域，每年组织律
师、公证员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开展

“12·4”国家宪法日以及“律师百村行、服
务新农村”、“进百村、入千户、万人受援
助”等主题实践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解答
法律咨询、调解矛盾纠纷、受理援助案件等
服务，全力满足群众法律需求。引导律师到
公检法及信访部门值班，参与化解和代理涉
法涉诉信访案件，推动信访申诉走向法治，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紧扣中心大局 增强法律保障针对性
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全力发挥

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中
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建立矛盾纠纷信息
收集机制、分析研判机制和调处排查机制，
及时收集矛盾纠纷信息，运用“三色管理
法”推进各类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充分发挥
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统一调度、分流、指挥
等职能作用，集中警力、物力，综合运用政
策、法律等多种手段，重点强化对重大疑难
易激化纠纷的化解、调处。推动建立社会矛
盾多元化解机制，重点加强与公安、法院、
卫生等部门协调配合，在派出所、法庭、医
院、交通事故处理中队等部门统一派驻人民
调解员，实现矛盾纠纷信息共享、优势互
补、联排联调。去年，全区各类调解组织共
调处矛盾纠纷 1813件，调处成功1786件，
调处成功率98%，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营造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撒播法治种 盛开和谐花
——市中司法局助推“法治市中”建设显成效

○王荣洪



王新在为陵园除草

无名烈士墓碑

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

每天都要擦洗墓碑的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