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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陈金路

初夏的晨光，穿过东昌府区侯营镇
侯营村新立的牌坊，76 岁的王忠祥摩
挲着坊柱，凝望着这座 12 米高的花岗
岩建筑——这是他为家乡树起的精神
丰碑。

5 月 22 日，当众多村民赶来参加牌
坊落成典礼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建
筑里，藏着一位烈士后代与故土的红色
约定。

骑着三轮车的追光者

1949 年，渡江战役的硝烟尚未散
尽，尚在襁褓中的王忠祥失去了父亲。

“烈士后代”这个沉甸甸的身份如同胎
记一样，深深烙印在王忠祥的生命里。
2004年退休后，王忠祥毅然踏上追寻红
色基因的征程。

起初，王忠祥到全国各地做红色志
愿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俺是吃着
侯营的饭喝着侯营的水长大的，没有
共产党，我的工作也没着落，更没有现
在的一大家人。在侯营开展党史国史
教育，目的是让后人铭记历史，自立自
强。”2015 年 6 月，王忠祥卖掉一处房
产，又掏出自己的几十万元积蓄，买了

一辆三轮车、扩音器和宣传资料，制作
了 108 块党史国史教育展板，挂上“红
色宣讲车”的牌子，开启他的红色宣讲
之路。从此，侯营镇 64 个自然村的街
巷里，多了个骑三轮车的身影。王忠
祥动情讲述着聊城革命老区的红色故
事，特别是侯营镇 64 个村 68 位烈士为
国捐躯的感人事迹，打动了听讲的孩
子和志愿者。“这些烈士故事大都发生
在我身边或邻村。多数烈士没有后
人，甚至是没结婚就参军牺牲了。这
样 的 人 和 事 再 不 讲 ，人 们 就 会 忘 记
了。”王忠祥说。后来，这辆三轮车驶
出侯营镇，进城区，进学校，进机关。
十年间，他的足迹遍布多地。

不仅如此，王忠祥还在侯营村组织
设立王忠祥工作室，挖掘侯营村 9 位烈
士的英勇事迹，讲述全国战斗英雄王
德玉、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子才、人民的

“好曼巴”（医生）任震宇等英模的故
事。每逢寒暑假，他还组织开展公益
冬令营和夏令营，宣讲党史国史、优秀
传统文化和英模故事，截至目前，已开
展27期。

红色家谱里的传承人

“聊城是革命老区，在开封战役中

聊城人作出了巨大牺牲，听说开封烈
士陵园中没有聊城人的名字，难以置
信。”王忠祥说，2017 年，当他整理搜
集资料时发现，除了侯营镇 3 名烈士
牺牲在开封战役外，还有诸多聊城籍
烈士也在此战役中牺牲。

于是，他查阅了市民政局 1996 年
2 月编制的《山东省聊城市民政志》。
后来又陆续查出 92 名在开封战役中
牺牲的烈士。他还走访了临清、冠县、
莘县、阳谷、东阿、茌平、高唐的民政
部门，遍访了烈士亲属，经反复核实摸
底，结合山东英烈网显示的名单以及
聊城各县（市、区）民政部门的记载，
最终确定了在开封战役中牺牲的聊城
籍烈士共计 154 名。经过努力，聊城
154 名烈士的名字补刻在开封烈士陵
园的英名墙上。

此外，在王忠祥和任家店后人任广
弟的努力下，任家店“冒险帮解放军菜
窖藏枪”“儿童团团长”“半块大饼”的红
色故事成为侯营村红色教育的生动教
材。

因常年四处奔波，王忠祥积劳成
疾。2022 年，王忠祥身患尿毒症，尽管
一周三次透析，但他仍放不下他的红色
宣讲事业。“放下了，大事也是小事；放
不下，小事也是大事。”这是王忠祥的口
头禅。

牌坊落成时的凝望人

2025 年 4 月底，第一块花岗岩运抵
村口时，王忠祥因高血压正在住院。他
输完液后来到吊车前，盯着坊柱上的浮
雕看了很久。为了这座牌坊，王忠祥倾
注了半生心血。

牌坊正面和背面的楹联“往昔英雄
披胆沥血卫桑梓，今朝后裔承风继志
耀闾阎”“德范千秋浩气承光，英雄启
后故里昭新”，既诉说着侯营村英雄先
辈们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也寄托着
后辈传承精神、建设家乡的决心。落
成典礼那天，当红布从石狮身上滑落
时，他眼含热泪抚摸着石柱说：“烈士
们，你们看，孩子们都知道咱侯营的英
雄了。”

这座牌坊是一个烈士后代写给故
土的红色“情书”，更是刻进鲁西大地的
红色年轮。

王
忠
祥
：
三
轮
车
上
讲
好
红
色
故
事

侯营村牌坊揭幕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