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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年紀漸長，讓兒子接班，繼
續守護陵園，成為老羅和老伴最大
的心願。
出生在陵園值班室的兒子，如今

已24歲，去年從雲南師範大學完成
學業回到了河口，如今在一家電腦
公司打工，為人修理電腦，每月有
2000元的收入。
當問及兒子是否願意接班時，老

羅與老伴異口同聲、口氣堅定：
「我們已經問過他，他願意！」生
在陵園並在陵園長大的兒子，從小

耳濡目染，早已對陵園及陵園中長
眠的烈士有了一份割捨不下的感
情。老羅介紹，其實兒子很小時就
每天與自己一起清掃陵園了；用毛
筆醮上顏料，一筆一劃地為烈士墓
碑描色，更是兒子小時的拿手戲。
老羅說：「交給兒子，自己放

心。」老羅的願望是，在自己有生
之年，把兒子「調教」出來，讓
358名烈士仍然感到自己一直在陪
伴 他們。老羅深信，上過大學的
兒子能夠勝任這份工作。

當記者邀請老羅合影時，老羅認真地整理衣服，新式的軍用迷
彩服和迷彩軍帽，讓略顯憔悴的老羅精神了不少。
在老羅暫時棲身的值班室，記者見到一堆軍用迷彩服整齊地堆

放在辦公桌上，隨便數數有6套之多。老羅告訴記者，這是陵園
中的烈士所在部隊贈送的，他們每年清明都派人來祭奠烈士、看
望老羅，每年都會給老羅帶來一些物品，而在所有的物品中，老
羅最珍愛的莫過於這些軍服，因為「部隊一直以來都把自己看作
一個老兵」，是老羅最高興也最自豪的事。
讓老羅最感到自豪的，還有將軍對他的認可。當年率隊參戰的

將軍每年都來陵園獻花圈，並詢問老羅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多次
陪同將軍的工作人員曾戲言，來到陵園，老羅就是老大。聽 老
伴敘述將軍來陵園看望自己時的往事，一旁抽 水煙筒的老羅，
雖然有些靦腆，但臉上的笑容卻十分燦爛。

記者是通過打電話找來老羅的，看 接到電話後
匆匆走來的老羅，記者不禁鼻子一酸，眼淚差

點掉了下來：與5年前相比，老羅明顯地蒼老了許
多，一頭黑髮已大部變白，時光滄桑刻在他臉上。
在雲南河口這個中越邊境小城，提起「水頭烈士陵

園」的管理員羅奇中，幾乎是無人不曉。老羅曾是河
口北山民兵排長，1979年參加中越戰爭，後於1986年
成為河口縣民政局職工，被派到水頭烈士陵園，擔任
陵園管理員。長眠在這裡的，就有在那場戰爭中與他
並肩戰鬥過的358名戰友。

一分錢不給 仍要守下去
年屆63歲的老羅已退休3年，但如今仍然和老伴堅守

在陵園，每天仍然重複 那些工作：清掃陵園、修枝
剪葉、呵護烈士。不同的是，如今老羅的身份已是退
休返聘人員，每月除2000餘元退休工資外，老羅還領
取一份600元的返聘工資。屈指一算，老羅已在這裡度
過26年了。
原來3年前，本應退休的老羅在河口縣民政局、前

來掃墓的參戰老兵及烈士家屬一致挽留下留了下來。
而一直陪伴老羅義務守護陵園20多年的老伴，如今則
在陵園前的駕駛員培訓學校找到工作：負責清掃和守
護訓練場地，每月450元收入。
為貼補家用，老伴還利用值班室開起了一個小賣

部，為來此訓練的駕駛學員和在此修建鐵路隧道的中
鐵五局職工提供礦泉水、香煙和啤酒等小商品。「其
實陵園的事情更多。」每天依然與老羅一起打掃陵
園、修枝剪葉的老伴，只好在門上留下自己的電話號

碼，接到購物者的電話，再從300米開外的陵園趕來打
理生意。
「老羅留下來，為的並不是返聘工資。」隨記者一

道看望老羅的河口縣政府新聞辦主任盧建彬認為，以
老羅2000餘元的退休金，在河口足可過不錯的日子。
「就是一分工錢不給，我仍然要在這裡守下去。」老
羅堅決地說。將自己大半生的生命時光奉獻給戰友，
老羅無怨無悔。

為建紀念館 讓出自家園
烈士陵園如今正在修建紀念館，紀念碑前背靠公路

一側，佔地不小、三層樓的紀念館已經封頂；大門前
的石階也因地基下陷而正在修繕中。
陵園的修繕已是第二次。老羅介紹，去年，上級和

烈士生前所在部隊撥出專款，對陵園進行修繕，更換
了烈士墓碑，「以前是大理石的，換成了中國紅的花
崗岩。」陵園也鋪上了地磚，補種了不少樹木，還植
了草坪。「是荔枝掛果時開始修的。」當問及上次修
繕的具體時間時，一旁的老伴插話說。
雖然紀念館佔去了老羅原來的家，他只能暫時棲身

陵園大門口狹小的值班室，但老羅依然很欣慰，尤其
是早前民政局的同事曾到中越邊境的許多烈士陵園看
過，看過的結果是「我們這個陵園是最好的。」記者
注意到，說到這裡，老羅的眼中放出了亮光。
建蓋期間，老羅主動當起「監工」，並且近乎苛

刻，有一段圍牆甚至返工6次，為此，老羅罵過施工
隊，甚至有幾次還要動手。其實老羅的想法很簡單，
「生怕偷工減料對不起烈士！」

2007年6月，本報以《雲南老兵羅奇中：守陵護戰友 半生伴英魂》為題，報道了中越邊境的雲南河口

「水頭烈士陵園」守陵人老羅，為守護358名當年在中越戰爭中犧牲的戰友，以陵園為家，把陵園打理得像

是一座軍營的事跡，引起強烈反響，報道被網友轉載後廣為流傳。屈指算來，時隔5年後的老羅超過60

歲，理應退休了吧？如今的生活如何？記者近日專程再訪陵園，發現陵園已經修繕，並正在建蓋紀念館，

更重要的是，老羅依然堅守陵園，退休後仍伴戰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河口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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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往相比，不同的除
了陵園經過修繕，環境改
善了不少外，一個最大的
變化就是到陵園祭奠烈士
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前來
祭奠的，有烈士的戰友、
有烈士的家屬，上個月就
有一群來自貴州的老兵，
是專門包車趕來的；更有許多人是因為看到本報報道後知道了水
頭烈士陵園和老羅，循 介紹來的。
老羅夫妻認定，對水頭烈士陵園的報道和介紹，香港文匯報

是最先的，這也是時隔5年後，老羅夫妻能一眼就認出記者的原
因。之後，包括傳播甚廣的電視媒體等，也派人對陵園和老羅
進行了採訪報道，「來拍電視的人還對照 烈士花名冊考我，
但我沒有讓他們失望。」老羅說，還是如當年一樣，只要報出
一位烈士的姓名，老羅便能立即說出這位烈士的籍貫、生前所
在部隊、陵墓所在位置等信息。老羅的敬業和細心，實在令人
感動和敬佩。

報道矚目
掃墓者增

河口水頭烈士陵園為當
年參戰部隊所建，後移交
河口縣民政部門管理。由
於年深日久，陵園內單層
磚混結構陳列室牆面開
裂、基礎下沉、屋面多處
漏雨；紀念廣場地坪沉
陷、破損；紀念碑陳舊，
局部粉刷層出現破損，失
去原有的光澤；園內步行
梯段不規範，忽高忽低、
忽寬忽窄；加之原建時，
由於時間緊迫，未建陵園紀念館，配套設施不齊全。2010年5
月，水頭陵園改造工程投入540萬元，改造項目包括修繕園內所
有烈士墓、圍牆、紀念廣場、步行走道、紀念碑和新建紀念館。
陪同記者採訪的河口縣政府新聞辦主任盧建彬介紹，建蓋陵園

紀念館的工程於今年3月啟動，投資390萬元的紀念館，面積1001平
方米，包括陳列室、展廳、音像室等，目前已完成主體工程，並
進入內外裝修，今年底有望投入使用。
紀念館現徵集陳列品，包括烈士生前的遺物、戰時的物品、老

照片、戰鬥日記等。「歷史沒有如果，戰爭為了和平」，盧建彬
希望紀念館讓後人更好地銘記那段歷史，緬懷先烈！

建紀念館
徵陳列品

上世紀70年代越南黎筍
集團上台後，出於其地區
霸權主義的侵略野心，背
信棄義，瘋狂地驅趕、掠
奪、迫害越南的華僑和華
裔越南人，不斷對中國邊
境進行武裝侵犯和挑釁。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中國政
府決定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
疆的戰鬥。
1979年2月17日，遵照中央

軍委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邊
防部隊在廣西、雲南邊境地區
被迫對越南侵略者發起自衛反
擊戰。自2月17日起至3月16日
止，中國邊防部隊攻克了越南
諒山、高平、老街3個省會和
17個縣市，重創越軍4個正規
師10個團，擊斃越軍3.7萬人，
繳獲大批武器裝備和作戰物
資，給了越南侵略者以嚴厲的
教訓和懲罰。 ■人民網

對越反擊戰 殲敵3.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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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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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陵園二度修繕，

令羅奇中深感欣慰。

■將自己大半生的生命

時光奉獻給戰友，羅奇

中無怨無悔。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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