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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时间节点，会把思念放大。

又到年末岁尾。一场纷扬的大雪，

带去英名墙上的尘灰，英烈的名字愈显

闪亮。

一个个名字背后，是一双双盼归的

眼睛。对烈属来说，思念、等待，早已成

为一种习惯。

为了这一个个弥足珍贵的名字，有人

几十年如一日守护在烈士墓旁，有人奔走

在为烈士寻亲的路上，有人把散落星光聚

成精神火炬，有人把浓浓暖意注入烈属心

房……无论何种方式，都是崇敬英烈的生

动注脚，都是铭记历史的清晰回声。

2023 年 10 月 26 日，一个名字，像一

粒神奇的石子，在陈玉静的心中激起层

层涟漪，他激动得难以言表：“真没想到，

历经 78 载终于找到了大伯陈家标。我

大伯为了国家献出生命，国家没有忘记

他……”

的确，铭记比语言更有力。为烈士寻

亲，让忠魂归根，是对烈士亲属的慰藉，也

是对烈士的深切缅怀。

为烈士寻亲的难度大不大？

战火的洗礼与岁月的推移就像一层

层雾霭，让大量烈士信息“看得见却摸不

着”，为烈士寻亲就是一关接一关地破解

“密码”。“有时候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

一句‘搬家了’，就会让我们所有的努力

付诸东流。”一名寻亲工作者坦言。

为烈士寻亲的力量强不强？

寻找的路上不乏“同行人”。因为同

一种情怀，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的人聚到一起。他们跋山涉水，只为

印证某条模糊的线索；穿越大半个中国，

只为寻找某位可能知晓线索的人。

半个多世纪日月流转，几代人梦中的

想念，一句“找到了”，让牵挂终于得以安

放。惊讶、激动，而后或许是一丝丝的不

敢相信。于他们而言，本已无望之事，终

于迎来转机。这转机，是一场精神上的双

向奔赴，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慰藉。

为烈士寻亲的过程中，我们还在寻

找什么？当看到在烈士墓碑前痛哭的烈

属、前来致敬缅怀的青少年，或许能得到

答案——我们寻找的不仅是“团圆”，还

有那穿透时空的精神、甘愿舍弃小家甚

至生命的信仰。

正如于都河畔英名墙上的碑文所

写：“岁月沧桑，烈士之遗骨无以觅焉，唯

余英雄事迹，为后人念也。”

为烈士寻亲 让忠魂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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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映照碑塔；苍松挺立，肃

穆庄严。

查看纪念碑、烈士墓区、烈士事迹陈列

室等 10余处烈士纪念设施，是江苏省盐城

烈士陵园管理处工作人员朱春萍日常的事。

12 月 3 日，习主席赴盐城市参观新

四军纪念馆。他强调，新四军的历史充

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

材，要用好这一教材，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把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激励，更是鞭

策。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传承好英烈精

神，我们责无旁贷。”站在烈士英名墙前，

朱春萍坚定地说。

“畅通为烈士寻亲‘最
后一公里’”

“好似活着的他站在我面前，等着我

带他回家。”10 月 26 日，富春江畔，金家

山巅，望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革命烈士

纪念碑“烈士英名录”上大伯陈家标的名

字，陈玉静难掩内心激动。

延续 78 年的思念、接力 40 年的找

寻，这场跨越山海的“团聚”，终于尘埃落

定。

富阳区新登战役纪念馆烈士英名墙

上记载：“陈家标，1921 年出生在江苏东

台（今属大丰区大桥镇），1940 年参军，

1941 年入党，1945 年在新登永昌牺牲。”

“陈家标烈士是我们走访新登战役

纪念馆时发现的，共有 19 位盐城籍烈士

安葬于此，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是莫大的

鼓励。”盐城市大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吴汉钧说。

为烈士寻亲工作开展以来，盐城市

建立“市县褒扬系统+镇村服务站”寻亲

队伍，充分发挥县镇村退役军人三级服

务体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优势，畅通

为烈士寻亲“最后一公里”。市烈士陵园

管理处创新“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

社会各方力量”合作工作模式，联合退役

军人志愿服务队、民间志愿者等社会力

量，合力为烈士寻亲。

“找到了！找到了！”前不久，该市寻

亲工作微信群沸腾了。通过发动各镇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寻找，联系民政

局区划地名科查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作人员确认，志愿军烈士徐清禄是建

湖县武陵村人，并顺利联系上烈士的外

孙张健。张健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政府邮

寄的外公的负伤证明。虽然年代久远，

泛黄的证书上依然清晰地记录着烈士生

前的战斗经历及负伤情况。

“我外婆叫金同秀，比我外公小两

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外公参军离

开家乡，外婆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母亲养

大，63 岁病逝。”提起外公外婆，张健的

眼眶湿润了，“我们希望能早日去外公墓

前，献上一束迟到的鲜花。”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褒扬处负

责人介绍，自 2022 年 10 月至今，他们已

为 53 名外省市在盐城牺牲的烈士找到

亲人，为 613 名在外地牺牲的盐城籍烈

士找到安葬地。

“一定将这些红色文
物保护好、运用好”

近日，一场简朴的捐赠仪式在盐城

烈士陵园举行。钱相摩烈士之子钱一呈

将父亲生前记录的战地日记等资料，捐

赠给烈士陵园。“盐城是父亲的家乡，把

他的遗物留在这里是物得其所，我们放

心。”钱一呈说。

钱相摩烈士，原名钱宝善，1920 年 7

月生于盐城市阜宁县，1944 年春参加革

命，1949 年 5 月在上海英勇就义，时年 29

岁。

“战地日记等资料真实记录了一个

普通青年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主义战

士的心路历程，不仅丰富了馆藏内容，

也为陵园用好红色资源、开展烈士事迹

研究提供了支持。我们不会辜负烈属

的期望，一定将这些红色文物保护好、

运用好。”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

员说。

不止步于“找到了”，加强红色文物

保护工作，补充完善烈士信息，同样是烈

士褒扬工作的重中之重。

盐城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吴耀多年从

事烈士褒扬工作。见笔者来访，他从办

公桌上拿起一份《革命烈士英雄事迹专

辑》，上面详细记载了陈宗法烈士的生平

事迹。“原先一直没有陈宗法烈士的事迹

介绍，他的碑文是空白的，这成了我的心

病。”吴耀坦言。

“一定要为烈士把碑文补上。”吴耀

暗下决心，“这几年，我走访多地的档案

馆、烈士陵园、纪念馆，查阅上千份档案

资料。由于老档案是油墨印刷，我的脸

上、手上常常是黑黢黢的，妻子忍不住嗔

怪我找档案找得‘发痴’了……”

一次偶然机会，吴耀结识了 20 多年

致力于新四军老战士走访和盐城革命历

史资料收集研究的寻亲志愿者刘迎春。

从他那里，吴耀获得一份陈宗法烈士的

生平资料。

“ 陈 宗 法 ，男 ，汉 族 ，江 苏 盐 城 人 ，

1927 年 生 ，1941 年 春 参 加 区 队 、县 队 ，

1945年秋部队改编后加入主力部队华东

野战军十二纵队，同年在部队入党……”

如今，在烈士墓区第四排第三位，陈宗法

烈士和其他烈士一样，有了完整的碑文。

“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能为烈士做

点事，是我的荣耀。”吴耀说。

“纪念是为了传承，传
承是最好的缅怀”

“ 像 ，太 像 了 ，和 我 梦 里 见 到 的 一

样 ……”今年 7 月，东台市富安镇 79 岁

的王春华眼含热泪，接过父亲王应时的

画像。王应时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党员，

1947 年 2 月被捕后遭敌人杀害，年仅 26

岁。烈士生前没能留下照片，为父亲画

像成了王春华埋在心底的愿望。

为完成烈属心愿，盐城市人物画院

副院长武凯军以烈士相关记载信息和战

斗故事为依据精心绘制，还原烈士音容

笑貌。目前，他已为富安镇 35 位烈士完

成画像。

由于烈士可参考信息少，为画像工

作增添了不少难度。今年 5 月，富安镇

邀请东台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帮助寻访

烈士后人和亲友，将烈士战斗故事整理

成详细文字。在与烈士家属取得联系

后，他们参照烈士后代讲述，同时翻阅

军史档案进行佐证，努力还原烈士生前

场景。

最难画的是细节。“有的烈士是机枪

手，有的是指挥员，由于身份不同，他们

手里拿的枪也不同。”为了让细节更真

实，武凯军查阅了许多兵器书籍。经过

一遍遍调整打磨，一次次推翻重来，终于

让烈士画像与家属“见面”。

“纪念是为了传承，传承是最好的缅

怀。”在盐阜革命老区，卞康全一家三代

为烈士守墓的故事家喻户晓。很少有人

知道，卞康全有写工作日记的习惯，一写

就是 13 年。自 2010 年 3 月 15 日起，卞康

全开始记录与五条岭烈士陵园相关的

事，哪家单位来祭扫，哪所学校来进行红

色教育，哪怕当日没事也要写一笔“今日

无事”。

行者不孤。在盐城，还有许许多多

像武凯军、卞康全一样的人，他们以自己

的方式告慰英烈。弘扬红色文化，赓续

红色血脉，是这片热土的主旋律之一。

在该市，以烈士名字命名的镇（街）、村

（居），共计 128 个。

一座城，在缅怀过去的同时，也在昭

示未来。

照
亮
英
烈
回
家
的
路

—

江
苏
省
盐
城
市
做
好
烈
士
褒
扬
工
作
纪
实

■
杨
福
江

黑龙江省鸡西市梨树区本无山，但

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东山”的高地，它

是梨树人心中最高的“山”。

“因为这里安葬着抗美援朝战争期

间在梨树后方医院抢救无效牺牲的 157

位革命烈士。”居住于此的义务守墓人

孙立说，“今年，政府发动志愿者为 35

位烈士找到亲人。如果能在有生之年

看到这 157 位烈士都和亲人‘团聚’，我

这辈子就圆满了。”

从父亲孙延明手中接过接力棒，再

到交给女儿孙佳媛，孙家三代人已义务

守护梨树东山烈士墓 70 余载。

岁月归山海，山海藏敬意。

跨越半个多世纪，烈士们在等着回

家，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烈士临走前念叨最
多的是‘想回家’”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作为

大后方，黑龙江省铁路沿线相继建起一

座座接收伤员的后方医院。

“我家住在梨树医院旁边，那时我爹

帮忙从火车上抬伤员，我妈给医院洗床

单和绷带。我爹总邀请伤员们来家里吃

苞米，和我家最熟的是老李。”孙立说。

孙立口中的老李叫李安民，他和这个

家的不解之缘还要从一次抬伤员说起。

“ 当 时 担 架 不 够 ，老 李 坐 在 一 旁

等。那时，他的双脚已经冻伤，直流黑

水，却一声也不吭。我爹看着心疼，便

把他一路从火车站背到医院。打那以

后，他总来我家。”孙立说。

因 伤 情 过 重 ，李 安 民 的 双 脚 截 肢

了，他告诉孙延明：“虽然没有了脚，但

我还有命啊，比那些牺牲的战友强，过

段日子我就能回家了。”后来，李安民的

伤口发炎，整条腿都截肢了，他依旧乐

观，“还有命留着回家就行”。直到最后

一次，他来到孙家说：“老孙，我可能回

不去了，今天来看你一眼，把我的军功

章送给你留个念想吧……”

这枚军功章，孙家人保留了 70 多

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

烈士李安民的侄孙女李琴从四川省叙

永县赶来祭扫。看到军功章的那一刻，

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如雨下。此情

此景，让孙立也红了眼眶，他在心里默

默对已去世的父亲说：“爹，您看到了

吗？老李带着军功章‘回家’了。”

“父亲曾告诉我，许多烈士临走前

念叨最多的是‘想回家’。然而，受交通

不便等因素影响，不少烈士因医治无效

牺牲后，便留在了梨树，这一转眼就过

了 70 多年。”孙立说。

李安民烈士牺牲后，孙延明经常到

墓前看看，帮着除除草。当看到其他烈

士墓上的草也长得很高，孙延明便把所

有烈士墓上的草都清理干净。后来，他

便义务看护这些烈士墓。父亲年迈后，

孙立接过接力棒，继续守护烈士墓。

11 月 13 日，寒衣节。孙立按照当

地习俗祭奠烈士，每到一座墓碑前，他

都要捎上一句话：“您们放心，国家给您

们找亲人，总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回家。”

“每位烈士的身后，都
有一份长长的思念”

“ 哥 哥 ，这 么 多 年 我 们 一 直 在 找

你。每逢过年过节，家里人都给你准备

碗筷，咱娘的眼睛都哭瞎了……”7 月

27 日，梨树区革命烈士陵园，吴伟泉跪

在烈士吴东泉的墓碑前，诉说着几十年

的思念。

当天，梨树区革命烈士陵园组织烈

士亲属集体祭扫。从吉林、重庆、广西、

贵州等地赶来的烈士亲属，喊出多年来

未曾喊出口的那一声声“爹爹”“爷爷”，

心中积攒许久的思念随着泪水倾泻而

出。70 多年的思念、70 多年的呼唤，让

冰冷的墓碑有了温度。

“以前我和谁都没提过，如果父亲

还在，我小时候就不会过得那么苦啊！”

烈士杨清河的儿子抱着孙立痛哭着说。

“团聚”得益于各方努力。去年以

来，鸡西市成立寻亲工作专班，通过寻

亲信息平台发起“百封函”行动，发函给

全国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志愿者

组织，寻亲足迹遍及全国 20 多个省。

今年年初，守墓人孙立为烈士寻亲

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转发。山

东蓝海救援队民间寻亲组负责人郭延

锋看到视频后，辗转联系上孙立。

“孙大哥一家接力守墓的事迹，令

我很受感动。我们愿意为寻找烈士亲

人出一分力。”相同的情结，将郭延锋和

孙立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请问重庆市大足区有没有姓徐的

村寨啊？”

“ 姓 徐 的 没 有 ，倒 是 有 一 个 胥 家

坝。”

工 作 之 余 ，郭 延 锋 再 次 打 听 起 烈

士亲属的下落。他已记不清，这是为寻

找“ 徐 为 民 ”烈 士 亲 属 打 的 第 几 个 电

话。直到这通电话，郭延锋才抓住一

点点希望：“徐为民”烈士很有可能是

“胥为民”。

获得线索的郭延锋不敢耽搁，他打

开短视频平台，找到定位为“胥家坝”的

网友，挨个发信息询问：“您好，我是为

抗美援朝烈士寻亲的志愿者。麻烦您

帮忙问问家里老人，是否认识一位叫胥

为民的烈士？”

“发了几十条信息，终于有网友回

复我说，小时候听家里人提起过胥为民

烈 士 ，如 今 烈 士 的 弟 弟 已 经 70 多 岁

了。”郭延锋说，经过多方求证，他们最

终为胥为民烈士找到亲人。

靠着大海捞针般搜寻线索，该寻亲

组 共 为 30 多 位 抗 美 援 朝 烈 士 找 到 亲

人。“每位烈士的身后，都有一份长长的

思念。我们会一直坚持寻找，让更多烈

属圆梦。”郭延锋说。

“崇敬英烈、关爱烈属
成为全社会共识”

念兹在兹，无日或忘。

“从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到

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合力为烈士寻亲，

崇敬英烈、关爱烈属成为全社会共识。”

梨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告诉笔者，

当地群众很关注为烈士寻亲的动态，下

班回家的路上，不时有人和他打招呼，

主动询问寻亲进展。

寻亲活动带来的变化不止于此。

今 年 ，梨 树 区 重 修 了 两 条“上 山 ”

路—— 一 条 行 车 路 ，一 条 花 岗 岩 步 行

台阶。“自从路修好后，自发来烈士陵

园祭扫的人多了，大家还会让我讲讲

烈士的故事。”孙立顿了顿说，“以前我

和我爹守着烈士墓，不让牛羊进，没少

被老乡埋怨。如今，这里成为梨树区

的红色教育场所，每逢重要纪念日，周

边群众都会赶到这里，缅怀烈士，寄托

哀思。”

前不久，梨树区太阳升小学组织学

生到烈士墓缅怀先烈。五年级学生李

耘硕代表同学们向烈士献花。“我的心

情特别激动，也有些难过。这么多先烈

牺牲了，我们更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

活，继承先烈遗志，传承英烈精神。”李

耘硕说。

太 阳 升 小 学 老 师 赵 红 说 ，学 生 们

每次去祭奠英烈都深受教育，大家也

知道孙立义务守墓、为烈士寻亲的故

事。“我们还想邀请他给学生讲课呢。”

赵红说。

如今，在鸡西市工作、爱笑爱打扮

的 90 后姑娘孙佳媛，每到假期回家，就

和父亲孙立一起守护烈士墓。“小时候

觉得爸爸和爷爷都是普通人，长大后觉

得他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很光荣。爸

爸也快 60 岁了，我会接过接力棒，继续

守护这些英烈。”孙佳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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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城烈士陵园解说员为小学生

讲述红色故事。 史永丽摄 江苏省盐城市革命烈士纪念碑。 史永丽摄 黑龙江省鸡西市组织烈属集中祭扫。 张广强摄 志愿军烈士史第国的亲属在墓前祭奠。 张广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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