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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下午，记者沿着淮高路一路向

北，来到涟水县成集镇杰勋村。村中整齐划

一的白色楼房、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灿烂夺

目的油菜花和成片绿油油的麦地……构成

一幅美丽的乡村画面。杰勋村的村名记录

着一段如歌的光辉岁月，饱含着当地居民对

朱启勋和朱启杰这对英雄兄妹的无尽怀念。

抗日战争期间，成集镇是淮海地区重要

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被誉为“苏北小延安”。

朱启勋和堂妹朱启杰，原成集乡朱南荡村

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启勋和堂弟朱启

宇、堂妹朱启杰联络一批进步青年到处奔走

呼号，宣传抗日。1939年6月，朱启勋参加

由淮阴、淮安、涟水三县抗日武装在成集集

合编为陇海南进支队第8团，任二营营长，并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清除日军宿迁陆

集中心据点的战斗中，朱启勋不幸右腹中

弹，但他坚持战斗，率领队伍突围，他一手捂

着露出来的肠子，一手持枪还击，最后倒在

血泊之中，不幸牺牲，年仅33岁。

朱启杰，又名朱启哲、朱比莎，排行第

七，人称七姑娘。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0年5月，朱启杰率工作队到袁圩建

立基层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工作。袁圩的恶

霸地主袁林十分狡猾，当面点头哈腰，暗地

投靠日军，向日军告密。5月28日，日军突

袭袁圩，正在屋内开会的朱启杰和工作队员

突围不及，不幸被俘。敌人对她严刑拷打，

面对酷刑她一言不发，在“自白书”上奋笔疾

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

岁！”恼羞成怒的敌人挥刀剁掉了她的手指，

下令立即处决她，牺牲时年仅28岁。

如今，杰勋村围绕美丽乡村建设这条主

线，深挖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着力打造

集红色旅游、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娱乐和爱

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红色旅游文化品牌，充

分展示红色旅游文化的风采与魅力。2021

年6月份，以杰勋村为核心区的“苏北小延

安”军旅小镇正式落成开放，小镇内总面积

约134400平方米的抗战纪念园区，向世人

讲述着成集的红色故事。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杰勋村将实现以红

色旅游文化为主导产业，从而带动村集体经

济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较大幅度的

“双增收”，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开创新的

事业，大步迈向致富路。

■融媒体记者 陈帅

在涟水县涟城街道秉同村秉同组，田野

间矗立着一处由青翠松柏环绕的烈士墓园，

长眠着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位英

雄——王秉同。在这个以烈士之名命名的

村子里，人们对烈士的敬仰和思念历经岁月

洗礼而丝毫不减。

王秉同长眠之处即是他的家乡。他自

幼出身贫苦。1940年，20岁的他投身革命，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联防主任、联

防队大队长、教导员、县委委员等职。因其

作战勇敢，善用伏击、突击等灵活有效的办

法打击敌人，被当地干群誉为涟东地区的

“虎胆英雄”。1941年春的一个早晨，王秉同

得知涟城东二塘据点的日伪军大部分下乡

“扫荡”，只留下十多人把守据点，当即带领

联防队攻打据点。在据点门口，王秉同挥动

手中盒子枪，两个哨兵应声倒地。随即联防

队员们往据点里扔进手榴弹，里面正在喝酒

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整场战斗十多分钟便

胜利结束。此战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

焰，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起来。王秉同

抓住战机，组织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在顺安

集、徐集、大顺集一带反“伪化”、反“蚕食”。

他经常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分化瓦解敌

人，捉拿汉奸，为民除害。

解放战争中，王秉同在家乡坚持与国民

党反动派的斗争。1947年秋，当地还乡团活

动日益猖獗。一天，王秉同到徐集南小严圩

召开区委会，传达上级指示，布置联防队工

作。第二天凌晨，王秉同与大批敌人在大雾

中遭遇。敌人隔着大雾冒充联防队员，骗得

王秉同报出自己姓名，随即将他团团包围。

王秉同奋勇作战，边打边撤，不料右腿中弹，

无法行走，于是坐在地上坚持还击。子弹将

尽时，他举枪自尽未果，不幸被捕。敌人劝

他投降，被他严词斥责。最终，他在敌人的

铡刀下英勇就义，就义前高呼：“中国共产党

万岁！”提起这段历史，当地七十多岁的老党

员王千银唏嘘不已：“王秉同的故事我从小

听到大，他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王秉同牺牲后，中共涟东县委、县政府

将他工作过的第一区命名为秉同区。公社化

后，烈士家乡的大队称秉同大队，后改名秉同

村。近年来，秉同村的党群服务中心经过了

重新粉刷和改造，380平方米的群众活动广场

建了起来，村干部值班制度和红色代办制度

也建了起来，村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日益

提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王秉同，会把英烈

的精神代代传承下去。”秉同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留成说。

■通讯员 刘岳文 融媒体记者 傅停停

春光明媚，小桥流水，几位老人坐在小

河边的庭院里晒着太阳，闲话家常。这里，

是盱眙县桂五镇高庙社区敖岗美丽家园。

作为农房改善点之一的新社区去年刚刚交

付使用，村里的老百姓欢欢喜喜搬进了现代

化的美丽家园。

“没添多少钱，就搬进了这么好的房子，

多亏了党的政策好。”安静雅致的环境、完善

的配套设施、便利的交通……住进新房的刘

大爷心里乐开了花。如今的高庙社区，是盱

眙县桂五镇新农村建设的缩影。

提起桂五镇，大家并不陌生。桂五镇原

名西高庙乡，1956年为纪念革命烈士李桂五

而更名。李桂五，名年芳，号桂五，1905年出

生，西高庙人（现为桂五镇）。出生在地主家

庭的李桂五，不断追求进步。在外地读书期

间受革命思想影响，李桂五于1929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受党组织派遣回到

了家乡盱眙，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1年夏天，盱眙县遭受特大水灾，百

姓生活十分困苦。当时李桂五任西高庙党

支部书记，他以西高庙为中心，组织万余名

灾民向地主、富农展开借粮、分粮斗争，帮助

广大贫苦农民度灾，进而发展自卫武装。为

了扩大借粮斗争的胜利成果，加强对农民武

装的领导，同年9月，中共盱眙县委在西高庙

成立，李桂五任书记。在较短时间内，西高

庙地区便发展中共党员100多名。后来，由

于国民党重兵围剿，李桂五在负伤昏迷中被

俘。在狱中，李桂五虽遭受威逼利诱、严刑

拷打，但始终宁死不屈。1932年8月30日，

李桂五在西高庙街英勇就义，年仅28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革命烈士李桂

五，盱眙县人民政府将西高庙乡更名为桂五

乡。1986年7月，桂五乡撤乡建镇，改称为

桂五镇。“烈士李桂五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桂五人不断奋斗，无数党员干部更是扎

根基层，为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红色桂五

绿色家园’而不懈奋斗。”党的十九大代表、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桂五镇敬老院院长李银

江说。为了将革命先烈留下的优良传统继

续发扬光大，每年8月30日，桂五镇都会开

展纪念烈士李桂五主题活动，让桂五人民在

这片红色土地上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红色力

量。

■融媒体记者 秦艳艳
通讯员 朱姝

百姓住进美丽的家园桂五镇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对英雄兄妹与日寇进行了舍生忘死的奋战，他们

牺牲时，一个33岁，一个28岁，他们的名字分别叫——朱启勋、朱启杰。

他出生在地主家庭，不断追求进步，

为解救劳苦大众，献出青春热血，牺牲时

年仅28岁，他的名字叫——李桂五。

他自幼出身贫苦，投身革命后因其作战勇敢，善用伏击、突击等灵活有效的办

法打击敌人，被当地干群誉为涟东地区的“虎胆英雄”。他的名字叫——王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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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都有明媚的风光杰勋村

村民满是幸福的感觉秉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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