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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苑

前不久，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文少卿课题组通过 DNA 鉴定、颅面部

复原等手段复原了 40 余名山西吕梁无

名烈士的容貌，并为编号“M19”的烈士

找到了亲人。文少卿课题组的“点亮方

案”中，又多了一簇微小而温暖的光。

这是科学技术的力量，它不仅揭开了一

段尘封的往事，还传递了一份跨越时空

的缅怀。

“烈士的遗物，只有衣扣、皮带、帽

檐，以及遗留在自己体内的子弹”“49

名烈士平均寿命仅 20.5 岁，最小的不到

14 岁，遗骸上有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创

伤”……在巨大的心灵震撼中，文少卿

课题组成员完成了山西省吕梁市方山

南村烈士墓地的发掘工作，并尝试对烈

士面貌进行复原。在他们看来，烈士墓

碑上能刻上他们的名字、放一张供后人

瞻仰的照片，是对他们基本的尊重。

今日的繁华盛世，是无数英雄烈士

的心底愿景。后辈借助科技力量探寻

英雄身世、发掘英雄故事、弘扬英雄精

神，既是一种精神的反哺，也营造了一

种褒扬英烈、崇尚英烈、学习英烈的浓

厚氛围。

据统计，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

约有 2000 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

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来自退役军人

事务部的信息显示，目前全国有名可考

的烈士约 196 万名，其中有明确安葬地

的仅 55.9 万名。科技的发展，为后人给

无名烈士寻亲、画像创造了条件；新媒体

算法机制的创新，为精准化、个性化推进

英烈事迹宣传提供了便利。技术手段

广泛应用于崇尚英烈方面，更有利于在

群众的心田播撒崇军尚武的种子、在奋

斗的征程凝聚勠力同心的伟力。

向科技借力 让英雄“回家”
■郝东红

尚未愈合的骨骺线、镶嵌子弹的遗

骸、简陋的随葬物品……近日，随着山

西省吕梁市方山县方山南村烈士墓的

研究成果在网上公布，“分子考古”这一

专业名词，连同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

院文少卿课题组，为更多人所了解。

“分子考古学作为分子生物学和考

古学交叉学科，以分子生物学作为研究

手段，应用于中华文明溯源、中华民族

形 成 史 研 究 以 及 法 医 考 古 等 多 种 场

景。对于烈士遗骸的发掘和研究，进行

死因鉴定和身份鉴定，就属于法医考古

范畴。”方山南村烈士墓发掘项目牵头

人、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

少卿介绍。

方山南村烈士墓的发掘，缘于一次

为烈士寻亲。2022 年年底，为了完成

父亲的遗愿，家住内蒙古的崔玉岐，带

着当年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士家属

纪念证》及相关信件资料，来到方山县

峪口镇南村，寻找三叔崔海治烈士的墓

地。崔海治 1947 年在汾孝战役中身负

重伤牺牲，时年仅 23 岁。由于年代久

远，烈士具体埋葬地点难以确认。通过

查阅历史资料、走访当地村民，吕梁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了解到，在方

山县南村一块田地下，埋葬着当年曾在

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院下辖第七分院

接受过治疗的战士，崔海治很有可能就

是其中一员。

为找到崔海治烈士的遗骸，并对这

些烈士进行妥善安葬，今年清明节前

夕，受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委托，文

少卿课题组成员来到方山南村，对烈士

遗骸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

“我们有很多次发掘古代墓葬的经

历，等级较高的棺木里往往可以看到精

美的玉器和随葬品。但当我们打开第

一个烈士墓时，发现里面没有棺椁，遗

骸两侧是一根作为担架的木头。烈士

身上除了扣子以外没有任何遗物，镶嵌

在身体里未取出的弹头，成了遗物的一

部分。”对于挖掘第一具南村烈士遗骸

时的场景，文少卿记忆犹新。

根据49具遗骸的体质鉴定结果，出土

遗骸均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仅 20.5岁。

随着对这样一群年轻烈士遗骸的了解

不断深入，课题组成员有了更多的发现。

“这位烈士的骨骺线没有愈合，他

还不到 16 岁……”“这 5 个个体都经历

了截肢，但在每个截肢面的后面，都有

一个台状的小骨碴。可以想象，截肢工

具非常简陋，因为看不见肌肉里的情

况，锯到最后一下子就掰断了，那种剧

痛是很难承受的……”

挖掘清理现场，常常伴随着成员们

的啜泣和沉默。“面对这些烈士，我会想

到，他们曾经跟我们一样，是活蹦乱跳

的、非常鲜活的生命。这时候，我会从

一种科研工作的状态切换到一种后代、

传承者的视角。”21 岁的文物与博物馆

学系 2020 级本科生蒋紫溪，是课题组

里最年轻的成员。在与遗骸样本打交

道的过程中，她发现遗骸上有很多砍伤

的伤痕以及明显的弹孔。“有一些弹孔

表明，他们当时是直面迎击子弹的。我

会想，他们那时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和信

念去迎接这些子弹的。”蒋紫溪说。

文少卿介绍，课题组成员大多是自

愿报名加入的，研究方向跨越分子考

古、人骨考古、同位素考古、历史人类

学、古环境 DNA、病理影像学等不同专

业领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读本科

生。“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距离

战争已经很遥远了，对战争的印象大多

来 自 于 影 视 剧 以 及 书 本 上 的 文 字 描

述。当我们到了一处遗址，亲眼看到并

且触摸到那些遗骸样本，对心灵的冲击

是难以言喻的。”文少卿说。

清明节前夕，49 具南村烈士遗骸

被安葬到吕梁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

课题组成员将采集的 49 份遗骸样本带

回学校实验室，根据发掘顺序编号为

M1 至 M49，进行 DNA 分析、颅面部复

原、同位素鉴定等后续研究。不同于传

统法医 DNA 鉴定采用 60 个以下位点

的方式，每一个样本，文少卿团队都会

采集 124 万个位点，以满足复杂亲缘关

系鉴定和颅面表型预测的需要。

今年 7 月 9 日，经 DNA 对比鉴定，

编号“M19”的烈士确认为崔玉岐的三

叔崔海治。对比三叔的容貌复原图与

父亲的旧照，崔玉岐发现兄弟俩的五官

轮廓以及眉宇间的神情都非常相似。

“复原容貌，是我们对烈士应有的

尊重。”文少卿告诉记者，由于有 6 位烈

士存在下颌骨或头骨破损情况，他们最

终只复原了其中 43 名烈士的容貌。不

仅如此，他们还为每一名烈士建立了生

理和病理档案。

这不是文少卿课题组第一次利用

科技手段为烈士寻亲。2015 年至 2018

年间，他们陆续收集了 8 个遗址的 572

份烈士遗骸样本。针对前期烈士寻亲

中复杂亲缘鉴定及陈旧遗骸鉴定技术

瓶 颈 ，2020 年 9 月 18 日 ，他 们 申 请 了

“ 基 于 高 通 量 测 序 技 术 的 国 家 英 烈

DNA 数据库建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在此基础上，他们确认了平遥遭

遇战中牺牲的原八路军某团政委邹开

胜 的 遗 骸 ，圆 了 女 儿 70 多 年 的 寻 亲

梦。目前，数据库建设正不断完善，寻

亲者可先通过口腔拭子采集 DNA，扫

描 二 维 码 进 入 寻 亲 采 样 信 息 登 记 页

面。一旦与数据库中的样本数据比对

成功，便可以看到该遗址的详细背景介

绍以及墓主人的 DNA 数据、复原的颅

面部形态图等。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存储了 1120

个样本。随着文少卿及其团队影响力

提升，主动上门求助的寻亲者增加到

70 多 位 。 文 少 卿 将 寻 亲 行 动 命 名 为

“点亮方案”，想通过“点亮烈士头像”这

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激发更多人对于

烈士寻亲的关注以及烈士精神传承的

共鸣。

“以往，每当为一位无名烈士找到

亲人，想到那有可能是亲属一生的心

愿，我都会感到欣喜。在这次山西烈士

墓发掘过程中，当我们从个体的 DNA

鉴定上升到一个群体的生活史研究，

我心里更多的是一种震撼。”当被问及

8 年来关于烈士寻亲的心态变化时，文

少卿有感而发：“我在十几岁的烈士身

上看到有退行性疾病的痕迹，这意味

着他们的营养状况很差，工作强度非

常大。艰苦卓绝、不畏牺牲，对于我们

而言只是简简单单的 8 个字，但从遗骸

样本上采集到的数据，向我们呈现了客

观的真实。”

最近，课题组成员接受当地退役军

人事务局委托，将赶赴山西霍州，为彭

克 烈 士 外 孙 孔 繁 民 进 行 疑 似 遗 骸 鉴

定。大家期待有更多寻亲诉求的烈士

亲属前来联系，找回那些被尘封的“温

暖的名字”。

左上图：课题组成员进行颅面三维

扫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课题组依托烈士遗骸遗物为烈士寻亲——

找回那些“温暖的名字”
■杨旖旎 本报记者 吴晓婧

本报讯 包庆、荣佳兰报道：11 月

16 日，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人武部、渠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渠县少年军校（渠县

琅琊镇第一中心小学）联合开展为立

功现役军人家庭送喜报活动。6 份立

功喜报背后的故事，也成为青少年国

防教育的宝贵教材。

近年来，随着《立功受奖军人家庭

送喜报工作办法》的出台，各地突出送

喜报的“仪式感”，营造“一人立功，全家

光荣”的浓厚氛围，有效提升了军人及

家属的自豪感和获得感，激励更多有志

青年参军入伍、建功军营。为发挥立功

军人事迹育人功能，渠县结合送立功喜

报活动，组建少年军校军乐队，通过奏

唱军旅歌曲、宣讲军人故事，感受军人

荣誉。

“连续多日奋战在抗洪大堤，挥锹

装沙、扛运沙袋、打桩围堰，手上磨出血

泡，肩上磨去一层皮”“轻伤不下火线，

比武竞赛摘金夺银”“在执行飞行任务

中，沉着应对空中特情”……活动现场，

学生认真聆听立功现役军人事迹，不时

发出由衷赞叹。

身披绶带接过立功喜报，武警凉山

支队干部程林志的父亲程辉满面荣光：

“邻居们都夸我家儿子有出息，我感到

非常自豪。”

“我要向叔叔们学习，好好学习，健

康 成 长 ，长 大 后 保 家 卫 国 ，成 为 像 他

们那样光荣的人。”渠县少年军校五年

级学生杨子正说。

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军地联合开展送喜报活动

满满仪式感 浓浓国防情

沈阳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文职人员交流经验

本报讯 李海江报道：11 月下旬，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以文职人员年度考核为契机，组织为高

龄老干部家庭量身设计自清洁除油烟

净化装置的营房助理马秀男、全年巡诊

不断线的门诊部主管护师高添添等上

台谈经验、话感受，提高干休所文职人

员服务保障创新意识，激发文职人员干

事创业动力。

江苏省邳州市人武部

做好征兵宣传动员

本报讯 刘海林、郑耀耀报道：连

日 来 ，为 浓 厚 征 兵 宣 传 氛 围 ，江 苏 省

邳 州 市 人 武 部 在 市 中 心 广 场 设 立 征

兵 咨 询 台 ，向 过 往 群 众 发 放 宣 传 单 ；

组织应征青年参观双拥模范街，讲解

双 拥 模 范 街 光 荣 历 史 ，激 发 参 军 热

情 ；利 用 大 型 LED 屏 ，滚 动 播 放 征 兵

宣传视频，在新媒体平台推送最新征

兵政策动态。

近
日
，新
疆
军
区
某
团
炮
兵
分
队
紧
贴
实
战
构
设
险
难
环
境
，组
织
开
展
实
弹
射
击
训
练
，着
力
提
升

分
队
作
战
能
力
。

尹
泽
红
摄

如
有
寻
亲
需
要

请
扫
描
二
维
码

“2023 年，上级下达我区的下半年

退役士兵接收计划 1043 人，截至 11 月

30 日，全部落实安置。”12 月 4 日，记者

在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广西壮

族 自 治 区 把 退 役 士 兵 安 置 工 作 纳 入

2023 年度设区市绩效考评，目前已完

成对全区 14 个设区市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绩效考核评分，形成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质量指标报告。

这是广西充分发挥绩效考评“指挥

棒”作用，推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高质

量完成带来的结果。

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彭石

山告诉记者，近年来，广西军地把退役

士兵安置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摆上位，对

有意愿进入行政事业单位的退役士兵，

每年按照不少于 1∶1 的比例提供相应

岗位。

在部队服役 16 年的王才术，入伍

前毕业于广西司法学校，有计算机特

长，在部队曾多次立功受奖。在柳州市

退役士兵选岗会上，王才术以归集专岗

直通的方式，被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事

务中心接收安置。

“退役士兵安置关系到许多家庭的

幸福指数。”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丁旭介绍说。柳州作为兵员大市，每

年有上百名退役士兵需要政府安排工

作，安置数量排在全区前列。近年来，

该市不断探索退役士兵安置选岗新模

式，在综合排序基础上，推出归集专岗、

岗位双选等“直通车式”安置办法，基本

实现接收单位和退役士兵双方满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和过去退役

士兵常常被安置到工勤技能岗位不同，

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厅出台文件明确，符

合管理、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条件的可直

接聘用，首次聘用不受接收单位岗位总

量和结构比例限制。

“这样的好政策，为我们未来的职

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退役军人赖

剑雄 2006 年入伍，退役后被安置到岑

溪市工业园区管理中心，次年就担任中

心社会事务股股长，很快打开工作局

面。该政策出台以来，已有 357 名退役

士兵受益，相继安置到事业单位管理、

专业技术岗位。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政治性、敏感性

强，考验着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服

务保障能力。2020 年以来，在退役军

人事务部指导下，广西进一步加强退役

士兵统筹安置力度，畅通事业单位管理

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安置退役士兵渠

道。他们把年度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任

务纳入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年度绩

效考核和目标管理，将考核结果作为对

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的重要内容，切实落实退役军人安置

工作领导责任制，让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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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武部组织民兵装备维修分队赴当

地汽车制造企业学习交流。图为车间工作人员为民兵介绍工厂设备及操

作方法。 朱怡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