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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寻找的足迹，也是历史的印记。

建 军 70 周 年 ，104 位 ；建 军 80 周

年，858 位；建军 90 周年，1042 位；建军

95 周年，1120 位……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二楼，有一面大理石墙，镌刻着南

昌八一起义参加者名录。自 1956 年该

馆筹建至今，大理石墙上的名录已更新

数次。目前，通过论证评审的南昌八一

起义参加者已有 1178 位。

一束鲜花，一分哀思，寄托着人们

对革命先烈的敬仰。清明将至，这座馆

内、这面墙下，人流如织。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城头一声枪

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大幕。参加起义者有两万余人，可

是留下姓名的并不多。为了完整展现

南昌起义历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自

筹建之初，就开始了寻找南昌八一起义

参加者的工作。

“这么多年，工作人员换了一拨又

一拨，但寻找工作从未停止。随着名录

的更新，我们愈发认识到这项工作对历

史、对现实的重要意义，也愈发感到必

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做这件事，才能

确保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谈起南昌八

一起义参加者名录，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名录的论证

评审工作。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保管科

副研究馆员、科长刘小花介绍，该馆一

直坚持开放的态度面向社会广泛征集

线索，在有关部门支持下，他们还向全

国文旅部门发函查档。近年来，他们借

助网络新媒体平台推送线索征集信息，

呼吁更多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进来，一

些起义参加者的后代提供了不少线索

和资料。

根据线索，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会

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搜集有关

证明材料。一名参与南昌八一起义参

加者新增名录论证评审工作的军史专

家表示：“通过多年的工作经验看，在寻

找开始前，要先论证线索是否可靠，否

则很有可能把方向搞错。”

据了解，在南昌市有关部门支持

下，该馆邀请专家学者组织召开南昌八

一起义参加者新增名录论证评审会，负

责对线索和结果进行论证。评审会专

家主要来自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

革命烈士纪念堂、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江西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

协同研究中心、南昌市档案馆等单位，

成员包括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负责同

志，以及陈列保管科全体成员。

“去年我们共对 98 个目标对象进

行了寻找，但经评审会论证，只有 58 人

通 过 认 定 ，另 外 40 人 仍 需 进 一 步 考

证。”评审会专家组组长、江西省委党史

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卫平光介绍，南昌

八一起义参加者新增名录认定依据主

要包括历史文献、旁人回忆、自传、县志

等资料，以及实地走访中发现的人证、

物证，还有志愿者或者有关团体、个人

提供的搜寻资料。

“其实，只要线索合理，我们很希望

能找到那些闪光的名字。可是，由于年

代久远，寻找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纪念

馆研究馆员肖燕燕说，有位革命先辈是

江西南昌人，从他人的口述和回忆材料

来看，无论是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地点

和经历都与南昌八一起义有很高的关

联度，可是除了那些材料外，再无其他

有力的证明材料。本着对历史负责的

态度，评审会专家谨慎对待，经过讨论

还是将这条线索置于继续寻找和论证

一列。

“从筹备南昌八一起义 60周年陈列

展开始，我就参与起义部队序列表空缺

补录工作。这么多年，我去过很多地方，

也拜访过很多人，感触最深的是时间不

够用，每一次寻找都像是在和时间赛

跑。”肖燕燕说，寻找本身就是铭记、就是

传承，她和“战友们”会为还原和守护这

段光辉历史不停地找下去、讲下去。

将先烈英名刻进史册里
—江西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严格做好起义参加者名录论证评审工作

■杨西河 欧阳雨婷 本报特约记者 张富华

又是一年春草绿，梨花风起正清明。

近日，山东省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

心对外宣布，自 2021 年该市运用 DNA

鉴定技术为无名烈士寻亲以来，已为

126 名无名烈士找到亲人。闻讯后，许

多革命烈士后代赶到济南革命烈士陵

园祭奠。

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韩延

才 介 绍 ，济 南 战 役 中 ，华 东 野 战 军 有

5000 多名将士牺牲。新中国成立后，

经多方查证，仍有 700 多名无名烈士。

为了帮助无名烈士寻亲，他们在运用

DNA 鉴定技术方面进行探索实践，逐

步形成了包括提取、鉴定、比对、筛查、

核对、确认等环节在内的一整套工作流

程和规范。

“关于运用 DNA 鉴定技术为无名

烈士寻亲，人们耳熟能详，可是整个鉴

定工作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济南

革命烈士寻亲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到

烈士墓地提取 DNA 样本时，他们严格

落实英烈保护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按照标记、发掘、取样、拍照、记录、

存放标准流程实施，做到封闭施工管

理、规范提取存放、全程摄像记录。近

年来，该市已为 811 名无名烈士（不限

于济南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提取 DNA

样本，获取有效样本 705 份。

鉴定人员介绍，DNA 样本是鉴定

工作的关键检材。可是，由于革命烈

士生前受到的战伤、创伤较大，加上埋

葬年代久远，遗骨会受雨水、微生物、

地质灾害等因素影响，造成 DNA 信息

降 解 严 重 ，给 DNA 提 取 带 来 不 小 困

难。即便是遗骨葬在同一区域，取样

结果也会因葬在朝阳处还是背阴处，

洼地积水处还是干燥通风处而不尽相

同。

为了保证鉴定比对专业科学、合

法合规，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委托

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

心、济南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处等专业

力量，承担烈士 DNA 样本鉴定工作。

济南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处 DNA 室主

任路俊雷介绍，运用 DNA 鉴定技术为

无名烈士寻亲是一项非常严肃和审慎

的 工 作 。 有 关 参 与 单 位 联 合 党 史 军

史、文物保护、民风民俗，以及市公安

局物证鉴定处专家，先后召开 10 余场

座谈会和论证会，对 DNA 鉴定技术为

无名烈士寻亲的可行性及潜在风险进

行论证和预估。

记者了解到，DNA 信息鉴定完毕

后，要依托公安部门大数据平台进行信

息比对分析，初步判定烈士籍贯地的大

致范围。之后，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

工作人员对照济南战役牺牲烈士名单、

山东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和各级英烈网，

筛选指向地域的烈士信息，然后再联系

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查询烈士相关

情况，现场核实烈士证、当地史志记载

等材料，最终确认烈士姓名。

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工作负责

人李晓文介绍，自 2021 年 9 月以来，他

们先后组织 12 次实地寻访，派出工作

人员 200 余人次、发动志愿者 400 余人

次，分别到山东、河北等省份的 40 余个

区县、100 余个村镇寻访和核对无名烈

士信息，总行程超过 5 万公里。

英雄捐躯，山河不忘。今年 9 月 24

日是济南解放 76 周年纪念日，济南市

将在当天为寻亲成功的无名烈士举行

第 3 次立碑仪式。济南警备区政委李

鹏介绍，如今，烈士的子女都已步入高

龄，健在的越来越少，信息搜集和核实

工作越来越难，这给 DNA 信息采集和

鉴定比对工作带来不小挑战。济南市

军地将继续携手合作，全力展开抢救式

寻亲工作，让更多无名烈士找到“回家”

的路。

为无名英灵找到归乡路
—山东省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运用DNA鉴定技术为无名烈士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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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田振岳报道：“柳班长，我

有个创业计划想请您帮忙参谋参谋。”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的“老班长工作室”里，来了不少

刚退役的老兵，他们来找退役军人柳宝

平咨询就业创业政策。柳宝平于 2021

年加入“老班长工作室”，由于经验丰

富、熟悉政策，为不少退役军人提供了

高质量的就业创业咨询。

2021 年 9 月 以 来 ，廊 坊 市 深 入 实

施“万名老班长”工程，依托各级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站）建立“老班长工作

室”3707 个，遴选 1.1 万余名退役军人

进驻当地“老班长工作室”，围绕红色

宣讲、调解矛盾纠纷、助力文明创建、

促 进 就 业 创 业 等 10 个 方 面 组 建 退 役

军人志愿服务队，助力基层治理和经

济社会发展。

今年年初，一场强降雪给廊坊市民

出行带来不便。廊坊市广阳区银河北

路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老班长”吴

金山在社区居民微信群发出号召。第

二天，10 余名退役军人临时组建起一

支志愿服务队，将辖区大街小巷的积雪

清理得干干净净。

2022 年 9 月的一天清晨，退役军人

赵军在上班路上被一辆机动车撞伤，肇

事司机逃逸。赵军的儿子通过广阳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找到“岳鹏老班长工

作室”。岳鹏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为

赵军提供法律援助。2022 年以来，“岳

鹏老班长工作室”已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服务 618 人次。

此外，廊坊市“老班长”红色宣讲团

还组建 22 支宣讲小分队，开展党史军

史和国防教育宣讲。全市 340 余家由

“老班长”创办的实体企业加入市、县两

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为退役军

人提供工作岗位。近 5000 余名“老班

长”投身乡村振兴第一线，成为“兵支

书”“兵委员”等。

廊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将继续深入实施“万名老

班长”工程，打造“廊坊老班长”品牌形

象，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身边有一群“不

褪色的老兵”。

河北省廊坊市实施“万名老班长”工程

群众身边有了“老班长工作室”

“ 嘀 嘀 嘀 嗒 ……”3 月 26 日 ，一 阵

嘹亮的军号声在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

烈士陵园响起。激昂的军号声就像一

种约定，每年的清明节前夕都会响起，

迄今已近 30 年。

是谁在陵园吹响军号？又为何在

清明吹响？这要从故事的主人公、退

役军人曹士华说起。

曹士华，庆城县人，1949 年出生，

1969 年入伍，在部队服役时曾是一名

司号员。上个世纪 70 年代，曹士华退

役回乡。后来，他当上民兵连长，为庆

阳市培养 40 多名民兵司号员。

1994 年清明节，曹士华和乡亲们

到庆城县烈士陵园祭扫。那天，他在

骨灰堂看到了一名烈士的生平，发现

那名烈士生前曾是某工程部队战士，

牺牲时和他参军时的年龄相仿。他不

禁思绪万千，心情也沉重起来。

“革命烈士为了党和人民赴汤蹈

火、在所不辞。他们是国家功臣、民族

脊梁。”曹士华决定，再来祭奠英烈时，

他 要 用 军 人 的 方 式 向 他 们 致 敬 。 从

此，他每年清明节带着军号赶来，为长

眠地下的烈士吹响军号……

曹士华的女儿告诉笔者，50 多年

过去了，各类军号声从未从父亲的脑

海中消失。勤务号谱，战斗号谱，仪式

号谱，特别是大家熟悉的起床号、熄灯

号、冲锋号、疏散号、紧急集合号……

每一种号谱的音律，他都清晰记得。

“在部队时，我们经常组织野营拉

练，晚上 8 点多把部队拉出去，第二天

凌晨再赶回来。1969 年，我部奉上级

命令换防，夜间急行军 100 多里，长途

跋涉，很多战友的脚板磨出血泡，但听

到我的军号声后，他们仿佛又有了无穷

的力量，忍着痛，铆足劲地往前走……”

提起军号，曹士华有聊不完的话题，讲

不完的故事。

“曹老身体硬朗，精神头足。我们

组织纪念活动都会邀请他来。他每次

在纪念碑前吹军号，我们工作人员也

很爱听。人越多，他吹得越带劲。有

一年，我们组织祭奠活动，陵园来了很

多烈士家属、退役军人和学生，那次大

约有 300 多人一起听他吹军号，场面很

壮观。”庆城县烈士陵园负责人王昭琴

说。

从青丝到白发，一把军号，曹士华

吹了 50 多年。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声

音 比 军 号 声 更 有 力 量 ，更 能 催 人 奋

进。他说，军号声里有他对军旅生活

的怀念，也有对革命烈士的敬仰。只

要身体条件允许，他每年清明节为英

烈吹军号的行动就不会停止，他还希

望能以此激发人们对家和国的深刻思

考，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

近年来，曹士华加入了当地英烈

事迹宣讲“流动讲堂”和烈士陵园的义

务讲解员队伍。除参加各类纪念活动

外，他还在欢送新兵仪式上讲红色故

事，参加迎接退役军人回乡仪式。

上图：曹士华在县烈士陵园吹响

军号。 常卫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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