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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百 岁 老 人 的 珍 藏
——揭秘重庆籍红军高级将领李棠萼鲜为人知的故事

建“六山”家园享“六和”社区
黔江小区党支部党群连心落实文明实践建设

文明实践看巴渝文明实践看巴渝·黔江黔江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中，黔江
区城南街道山台山社区立足实际策划
了“共建‘六山’家园、共享‘六和’社
区”，力求“六山六和”以文化人。

山台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陈绍和介绍，山台山社区原隶属城
南办事处黑山、南沟、沙坝三个社区管
辖，随着2013年至2017年期间入住
的居民逐渐增多，居民与开发商、物管
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入住居民的投
诉找原三个社区均是踢皮球，形成了

“三管三不管”的状态。
针对这一现象，黔江区委、区政府

决定在山台山小区新成立社区，让党
的基层组织扎根在小区内开展各项工
作。社区党委成立后，针对小区内复
杂的人员结构和杂乱的居民诉求，首
先组建了4个小区党支部和一个非公
支部，另对编制内居住在该小区内的
党员新组建3个特设支部，270余名
党员逐人落实任务，义务认领服务项
目。同时，社区党委首先开设“党群连
心室”开门迎客，与小区党员、群众交
朋友，解疑难，随后，8个党支部开设

“党群连心小屋”，在各党员家中建“党
群连心家”，在小区内普遍开展党群交
心活动，从而形成党员群众以心换心、
交心沟通、心心相印，劲往一处使、心
往一处想。

小区内在党员和群众普遍开展交
心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共建

‘六山’家园、共享‘六和’社区”。陈绍
和介绍，“六山六和”即共建“绿树成
荫、鸟语花香”美丽山台山，共享“身
和”社区，身心愉悦、六脉调和；共建

“人人讲文明、处处懂礼貌”文明山台
山，共享“气和”社区，气顺风正、友善
洽和；共建“处处是欢歌、遍地是笑语”
和谐山台山，共享“言和”社区，言善礼
美、仁爱谦和；共建“三球齐练、翩翩起
舞”快乐山台山，共享“心和”社区，心
心相印、党群融合；共建“五湖四海皆
兄弟、民族团结一家亲”团结山台山，
共享“意和”社区，意厚情深、梦成愿
和；共建“日不关门、夜不闭户”平安山

台山，共享“神和”社区，神昂奋发、砥
砺悦和。

围绕这一主题，山台山社区建立
了“一站一厅一堂一场”文明实践功能
阵地模块，整合党群连心室、图书室、
社区科普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未
成年人心理辅导站、综治工作站等现
有平台资源，进一步丰富文明实践的
内涵。组建了1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小队，注册志愿者达600人以
上，占比户籍人口达50%以上，广泛
开展送健康、送温暖、送文艺、送知识
等文明实践活动。

通过“‘六山’共建、‘六和’共享”
实践，山台山社区建设得到了全方位
提升。城市社区党建工作“五联五换”

名片得以升华，5836户的户口和房屋
的“两实”清理工作顺利完成，社区群
众各类纠纷逐日减少，农民变市民教
育取得明显实效。特别是山台山社区
党委新建的便民路赢得了小区居民的
普遍赞赏，社区还把106公交车争取
上山台山，解决了300多山台山居民
子女读新华中学无公交车乘坐的难
题，全体居民欢呼雀跃。

“六山六和”以文化人效果明显，
近年来，山台山社区涌现出了全国文
明家庭——吴永富一家。吴永富热心
公益，在2013年组建了黔江“帮帮帮”
爱心群，带领着黔江几百名志愿者，开
展公益活动，至今已有7年。黔江区
许多因病、因学、因灾致困的群体成为

吴永富团队的帮扶对象。吴永富说，
团队力量还不够强大，虽不能彻底帮
群众解决困难，但是要在群众困难时
在他们身边支持他们，一起去奋斗走
向幸福生活。“我们还要不断提高家庭
文明程度，以家庭的文明进步助推全
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王开凤是山台山社区的保洁员，
2020年11月，他在清扫楼道时不慎
摔倒，导致左脚骨拆工伤事故而与公
司发生纠纷。社区书记和司法所长及
时与公司沟通进行调解，公司负责人
认识到言和、气和、身和既是人文关
怀，也能和气生财，积极承担了工伤事
故责任及王开凤后续治疗费用。王开
凤说：“在山台山上班，和气顺心，这里

的工作环境我很喜欢，我还要把房子
也买在这里，因为社区让我切身感受
到了关怀，这是宜居宜业的好地方”。

目前，山台山社区已获得“市级
示范住宅小区”称号，并被市生态环
境局现场授牌命名为“市级安静居住
小区”荣誉称号。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正引领着曾经的“问题小区”由乱
到治、由治到稳、由稳到和、由和变兴
的嬗变。

唐楸
图片由黔江区委宣传部提供

三台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小队开展“儿童放学时光小课堂”服务

“乐和之都”志愿服务行在广场开展活动
三台山社区志愿服务者调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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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4月27日午后，暮春的阳光里有
着初夏的温热。

九龙坡区老年公寓5楼，百岁老
人李肇庄缓缓将被褥挪至一旁，小心
翼翼地从一个文件袋里拿出珍藏多
年的几样物品，平整地铺开在床板
上——

一封1953年1月7日中共中央
组织部的回信、一份1953年2月24
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
员会颁发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列字第10033号）、一份中央人民政
府以毛泽东主席名义颁发的“革命牺
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一张已经
发黄的人物照片！

“如果不是有这个照片，我都不
知道二哥长什么样……”轻抚照片，
泪湿眼眶。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揭
秘了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参谋长、红
军烈士李棠萼鲜为人知的故事。

不辞而别
家人后来与他失去联系

1907年，李棠萼生于九龙坡区玉
清寺一个叫“马厂”的地方。家有兄
弟姐妹6人，李棠萼排行老二，取名李
肇棣，字“庚棠”，后改字为“棠萼”。
其父李克全经营皮毛生意，还有几十
亩田产，家境殷实。

良好的家境条件，让李棠萼进入
当时名噪一方的广益中学求学，有机
会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1924年
的一天，李棠萼“失踪”了。

原来，在广益中学的两年时间
里，李棠萼深受党的早期革命家肖楚
女、恽代英影响，成为一名进步青年，
并时常往家里带进步书籍，还去参加
学生游行。

“当时那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哦！”
从记事起，李肇庄就时常听家人说起

二哥李棠萼的事情，“老汉担心他出
事，不让他读书了，喊他回老家管那
几十亩田。”

几天后，满腔热血的李棠萼不辞
而别。

直到1926年，家人才收到李棠
萼寄自广州的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到
黄埔军校就读，成为第六期学员。

后来，家里还陆续收到过李棠萼
的一些来信。

“听老汉说，他在信中仍然意气
风发，思想激进。”当时，李肇庄年纪
尚小，时至今日，更无从知晓这些书
信的下落。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
在广州领导广州起义，李棠萼也参加
了起义军，后来跟着队伍上了井冈
山。

从此，家人便与李棠萼失去联
系。

牺牲18年后
家人才得知消息

那么，李肇庄至今珍藏的几样物
品，又从何而来呢？

“知道二哥上了井冈山，我们当
时不敢说，更不敢去找。”李肇庄说，
二哥20余年杳无音讯，许多人都以
为他已经在战乱中死去。

1952年，父亲临终前依然挂念着
李棠萼，“肇棣生死未卜，我不甘心
啊！”

办完父亲丧事，排行老四的李肇
材(字纵横)为了完成父亲的临终遗
愿，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提笔给中共
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帮忙
查找李棠萼的下落。

1953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
部回信——李纵横先生：来信悉，据
我处烈士英名录载，李棠萼系红军一
方面军一军团烈士。李棠萼，黄埔六
期学生，职别是二师参谋长，四川重
庆人，大革命时期入党，广州暴动时

入伍。1935年于毛儿盖附近阵亡。
随后，家人又收到了中央人民政

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革命
军人牺牲证明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牺牲军人
家属光荣纪念证”。

直到此时，家人才知道，29年前
离家出走的李棠萼竟是红军高级将
领。

“虽然牺牲了，但总算晓得了二
哥的下落，知道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
红军战士，老汉在九泉之下也能合眼
了。”然而，对于李棠萼井冈山之后的
经历，李肇庄和家人依然近乎一无所
知。

被匪徒所杀
牺牲时已是红军高级将领

那么，李棠萼生前的经历到底是
怎样的？他又是如何牺牲的？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在寻找他的
消息，这个人就是何承玖。何承玖
1991年到九龙城区工作，历任九龙坡
区委研究室主任、九龙坡区司法局局
长等职务，在工作之余，他致力于研
究九龙坡的历史文化。

“我在翻阅史料过程中，就发现
《井冈山人物志》中记载有李肇棣（字
棠萼）的资料，注明他是四川重庆
人。”何承玖介绍，通过查阅史料，李
棠萼的人生经历逐渐清晰：

李棠萼生于九龙坡，1924年离家
出走后，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
员，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
移到韶光加入朱德、陈毅的部队；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部队上井
冈山，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
区游击战争；1933年后，历任红一军
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二师五团参

谋长、第二师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
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
征；1935年8月在四川松潘毛儿盖被
反动分子杀害。

济南军区原司令员曾思玉在回
忆录《我的前一百年》中，对李棠萼牺
牲当天的情形进行了详细记述：

“我们翻越了大雪山之后，继续北
上，在即将接近松潘大草地、与毛儿盖
还距离一天行程时，我们党、我们红军
一名优秀的指挥员牺牲在长征路上，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就是革命英烈
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同志。”

1935年8月的一天，早饭后，部
队集合准备出发。李棠萼吃过早饭
后带着警卫员到村外部队准备集合
的场地上。突然，有几个匪徒挥着大
刀向李棠萼砍来，李棠萼当即被砍倒
在地，鲜血四溅。

李棠萼牺牲后，部队用

担架抬着他的遗体到达毛儿盖，举行
了追悼会，就地安葬。

珍藏几十年
从未向国家提任何要求

然而，何承玖在九龙坡当地多方
寻找，都没有找到能与《井冈山人物
志》记载相对应的人物或故事。

一次偶遇，揭开了谜底。
2014年的一天，何承玖遇见了

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曾任职原九龙镇
杨坪村村支书的程国庆。

闲聊中，程国庆提及自己的老邻
居李肇庄家中藏有“革命牺牲军人家
属光荣纪念证”等物件，自己也曾多
次听李肇庄谈及二哥李肇棣的故事。

原来，今年71岁的程国庆打小
与李肇庄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从
小就听李孃孃讲她二哥的故事，都晓
得李家屋头有个红军烈士。”

“李孃孃和他爱人周朝仪无子
女，十年前他们居住的房屋被鉴定为
危房，我就把自己的一处房屋提供给
他们居住。”程国庆介绍，正是在此次
搬家过程中，程国庆第一次亲眼目睹
了李肇庄小心翼翼珍藏多年的几样
物品，“李孃孃藏这些东西藏了几十
年，不管日子过得如何，也从来没向
国家提出过任何要求。”

“姑父生前就职于綦江打通煤矿
矿务局，退休后享有退休工资；姑母
退休前在街道工作，也享有退休工
资。”李肇庄侄儿李显浩介绍，2011
年，街道干部对李肇庄保存的“革命
军人牺牲证明书”（列字第10033号）
等文件进行了登记，并每年为李肇庄
发放烈士家属补贴至今。

李肇庄老人珍藏的其二哥李棠萼
的照片。

4月27日，九龙坡区老年公寓，李肇庄老人在看二哥李棠萼的老照片。
本组图片由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