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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市双河镇远离水路、陆路，在交通不发达的
年代，这里是连接蜀河汉江码头，翻秦岭，出西安必
经之路。 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是国民党反动派争
夺之地。 为了保家卫国，多少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宝
贵的生命，牺牲在异地他乡。 杨瑞龙烈士就是其中的
一位， 他的忠骨与他深爱的这片土地， 已经相守 70
余年。

杨瑞龙烈士安葬在旬阳市双河镇社区， 小地名
叫小岗梁的山坡上。 从双河镇政府行至甘双路网红
铁架桥，顺着桥头方向，再向山坡上行约 200 米，见
一块高约 1 米，宽约 50 厘米的青褐色墓碑，矗立在
一块荒地之间，那便是杨瑞龙烈士的墓碑。 墓碑上的
碑文因年久风化， 有些残缺不全， 但字迹仍清晰可
见：“杨瑞龙系山西省临汾地区浮山县人， 一九四五
年参加革命， 一九四七年调干南下， 于一九四八年
底， 在我县双河区原上官县二区工作， 不幸被敌杀
害，时年四十三岁，为缅怀先烈悼念立碑。 杨瑞龙烈
士之墓，旬阳县人民政府，公元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立。 ”

据双河社区现任党支部书记陈远文介绍， 杨瑞
龙烈士最早安葬在现在的双河镇中心校院内。 1984
年，双河区建文教组，选址就选在杨瑞龙烈士墓地那
块地，为了基础建设，经上级部门批准，将杨瑞龙烈
士移葬至现墓地小岗梁上。2000 年左右，双河区文教

组撤销， 原双河区文教组划给了现在的双河镇中心
校。

从烈士的碑文只能知道杨瑞龙简单的信息。 那
么，杨瑞龙属于哪支队伍？ 1947 年，杨瑞龙所在的队
伍为什么要调干南下？ 在 1947 年至 1948 年间，旬阳
双河区发生了哪些大事件？ 双河区自古一直隶属于
旬阳县管辖，怎么又属于原上官县二区？ 杨瑞龙又是
怎么牺牲的？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进行了详细的查
阅。

经查旬阳县志和上关县百度百科， 碑文中的上
官县应为上关县，属于刻碑时笔误。 据上关县百度百
科： 上关县民主政府成立于 1947 年 11 月 13 日，以
郧西县上津镇，山阳县漫川关二地地名命名，曾先后
驻地漫川、上津镇和旬阳蜀河口、双河口等地，1949
年 5 月 23 日在上津镇宣告撤销， 历时一年半时间。
1948 年 4 月 14 日，上关县民主政府由上津镇迁至旬
阳县蜀河镇。 在这里，新建了蜀河、双河二区区政权
和区干队，划归上关县管辖。

又据旬阳县志记载：1948 年 4 月 9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 2 野战军 12 旅由郧西西进， 解放蜀河，中
共上关县委、 上关县政府机关随之迁驻蜀河镇小河
东三义庙。 4 月 11 日，双河、棕溪解放，蜀河（含棕
溪部分地区）、双河区人民民主政府成立，隶属于上
关县政府。 4 月 25 日，人民解放军 12 旅主力部队南

下参加宛西、襄樊战役，留江北支队、江南支队和上
关独立营，在地方开展游击斗争。

根据以上史料和杨瑞烈士碑文可知， 杨瑞龙应
属于人民解放军 12 旅战士或属于上关县独立营战
士，总之，杨瑞龙属于解放军部队留在地方上专门开
展游击战的队伍。

杨瑞龙所属队伍在 1947 年到 1948 年之间 ，在
双河区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哪些大事件？

“杨瑞龙烈士原安葬地是我家自留地，那时候我
还小，常随父亲下地干农活儿。 看到我们家地中间有
一座烈士墓就很好奇，常凑到墓碑前，读烈士碑文。
当时记得很清楚，墓碑是当地的青褐色粉杂石，碑文
中记载杨瑞龙是山西人，是一个机枪手，大部队南下
时，留他做地方武装队伍里的机枪手。 ”当地居民陈
远文说：“我小时候， 就特别喜欢听解放军英勇作战
的故事，经常问一些当地老人，在我们双河这块儿，
曾经发生过哪些战争。 当时那些老人告诉我，在我们
双河只发生过一场战争， 那就是杨瑞龙同志被国民
党反动武装鄂保四团杀害的那场战争。 ”

那是 1948 年冬， 杨瑞龙随他所属部队来到双
河区以后，大部队挥师南下，去解放宛西、襄樊等地，
留下杨瑞龙等同志在双河区做地方工作。 杨瑞龙所
在队伍纪律严明，为了不扰民，他们一直安营扎寨在
双河区蛇山上的碉堡里。 白天，他们走街串巷，走村
入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清匪反霸，进行
土地革命。 另一方面，他们筹集军需物资，支援前线，
建立民兵武装，组织青年参军参战，巩固扩大新政权
等等。 晚上，他们再回到蛇山碉堡里歇息。

1948 年底，人民解放军 12 旅取得宛西、襄樊战
役胜利后，预备回郧西县休整。 此时，盘踞在郧西夹
河关、上津、槐树、庙川、关防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武装
鄂保四团顿感大事不妙， 迫不得已往陕南和川北接
壤地带逃窜。 其中，就有一支 30 余人的队伍借着深
冬季节夜黑风高，从关防到蜀河，在天快亮时，一路
偷摸到双河区蛇山对面的龟山寨上。 得知有解放军
地方战士夜宿在对面蛇山上时， 鄂保四团借助龟山
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枪炮弹药齐发，向杨等同志
的歇息地发起猛攻， 企图把这些连日劳累的解放军
战士一举困杀在碉堡里，妄想再次夺得此地，祸害一
方百姓。

熟睡中的杨等解放军战士，怎能让作恶多端的
鄂保四团阴谋得逞，拿起武器立即还击。 那一小撮
散兵游勇根本就不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对手，
不到半个小时，就招架不住了 ，且边战边向蜀河方
向撤退。 解放军战士反而是越战越勇，转眼间就攻
上了龟山寨，夺得了龟山寨制高点 ，正准备一举彻
底剿灭这撮流寇时 ， 机枪手杨被流弹击中要害部
位，倒在血泊中光荣地牺牲了。此时，那撮穷途末路
的流寇，见大势已去，丢下枪械，仓惶逃走了。

天亮后，当地老百姓做了一副简易的木头棺材，
把杨烈士的遗体安葬在现在的双河中心校院内，并
立石碑，篆刻碑文，以纪念杨瑞龙烈士英雄事迹。

俗语说 “久病床前无孝
子”， 但在白河县构朳镇凉水
村五组，有一个普通的妇女却
用她 20 年来的行动打破了这

一“常规”。一提起她，邻里无不竖起大拇指。一个平凡的农家妇
女，识字不多，却深知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在家庭
发生变故后，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纪大英是白河县构朳镇凉水村五组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农
民。1981 年经人介绍，她带着少女的憧憬和满心的喜悦和本村村
民赵光走到了一起。 丈夫家里有公公、 婆婆、4 个弟弟，2 个妹
妹，共计 10 口人。 1990 年，几个弟弟相继成家，双目失明的婆
婆无人照顾，她就主动和丈夫商量，将婆婆接到自己的家中。婚
后不久，她们孕育了孩子，但随着孩子渐渐长大，父母身体也越
来越差，靠分家的三亩薄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夫妻俩一边
要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还得服侍年迈体弱的父母，一家人的
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迫于生活，39 岁的丈夫就到山西太原煤矿
务工赚钱养家。 可不到三个月，突发的矿难夺去了丈夫年轻的
生命。 矿企赔偿的一万元钱除去安葬费，只剩下 6000 元。 家里
的顶梁柱没有了，她的天塌了，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到了她一个
人身上。 然而，厄运并没有停止对这个女人的打击，同年，她患有
癫痫病的 14 岁小儿子在上学的路上突然发病， 从悬崖上摔下
去，摔断了中枢神经导致高位截瘫，在县医院救治无效后，永远
离开了她。 2021 年，这个支离破碎的家里最后的依靠，她的大儿
子，也在外地出差途中遭遇车祸身亡。

一系列的变故导致家里经济条件每况愈下，生活的艰辛全
部压在这个女人柔弱的肩膀上，每每提到孩子，她总是泪流满
面，心中充满愧疚和歉意，她责怪自己没有本事连累了孩子，没
能照顾好他们。

人们常说“闺女是妈妈的小棉袄”，在婆婆的心里，纪大英
“不是闺女更胜闺女”。 自从婆婆双目失明之后，吃喝拉撒随时都
要有人照看，于是给婆婆擦身体、洗脸、洗脚，就成了她每日必不
可少的功课。 每次做饭前，她总会先询问婆婆想吃什么，随后挑
老人爱吃的做。 虽然家境不富裕，但她很勤劳，会在园子里种新
鲜的蔬菜，变着花样给婆婆做好吃的，偶尔买一点肉，她做好了
总要挑去骨头，把肉和汤全给婆婆吃。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她就
把婆婆搀扶到院子里，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帮婆婆梳梳头发，剪
剪指甲，陪她说说话，聊聊天。

双目失明后的婆婆经常无缘无故闹别扭。 一天早晨，纪大
英做好了早饭叫婆婆起床，但是连着叫了好几声，婆婆都不答
应。 一开始纪大英还以为婆婆哪里不舒服，当纪大英走出房间
后，无意间发现婆婆转了转身子，但是只要她一进房门，婆婆便
又一动不动，纪大英这才明白，原来婆婆是在闹别扭。 于是，纪
大英把早饭再热了一遍， 又讲了近些天村子里发生的趣事，又
哄了婆婆一会，婆婆这才起床吃了饭。从那时候起，只要婆婆耍
小性子，她就会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从来不会因此给婆婆脸色看，她就这样一如既
往地细心照料婆婆，20 多年如一日。

自从唯一的女儿出嫁以后，家里只剩下她和高龄的婆婆，她便更加精心地照料
婆婆的衣食起居。不管到哪里去，不管多晚，她都会赶回去陪婆婆，就算有事不能回
去，她也总是提前安排好亲戚、邻居帮忙照顾婆婆，从来不让婆婆一个人在家。

有很多邻居都劝说她：“纪大英，你何苦呢！ 你丈夫去世几十年了，你没有义务一
直这样养活你婆婆，你找个人再嫁了，日子会过得轻松些。 ”但她却说：“我养活她也
算是替我死去的丈夫尽一份孝心！ 我没有什么文化，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要尊
老爱幼、孝敬长辈，只要我在的一天，我就会好好照顾她，婆婆也是亲妈呀！ ”

（市委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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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妙鸿 通讯员 潘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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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围围群群众众经经常常带带孩孩子子到到烈烈士士墓墓前前接接受受红红色色教教育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