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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时代的标杆，是民族最闪

亮的坐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

先锋。伟大的国家不会丢弃过去的历

史 ，挺 立 的 民 族 不 会 忘 记 自 己 的 英

雄。正是先烈前仆后继、舍生忘死，才

有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

英 雄 辈 出 的 民 族 。 对 英 雄 的 纪 念 缅

怀，体现出的是党和国家对民族记忆

的珍视、对人民英雄的敬重。山东省

抢救式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让“无

名烈士”重归“有名英雄”、让烈士英魂

回归故里、为人铭记，既是对英烈的崇

高致敬，也是对英烈家人最好的慰藉，

更是尊崇英烈风尚的归正、对英雄精

神的传承和弘扬。

时 代 呼 唤 英 雄 ，时 代 造 就 英 雄 。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感动了

无数人，也道出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

声。铭记英雄，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

们的丰功伟绩，更是为了传承英雄的

精神品格。英雄从未走远，精神薪火

相传。从航空报国、奋斗终身的罗阳，

到守岛卫国、默默奉献的王继才；从逐

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到血洒维和

战场的申亮亮，再到誓死捍卫祖国领

土的“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

他们用实际行动奏响了“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主旋律

最强音。这是新时代的英雄，也是新

时代英雄的价值坐标，更是新时代英

雄群体的本色风范。

躯壳纵填沟壑去，精神犹在海天

张。每一名革命先烈，背后都有曲折

感人的故事；每一个英烈故事，都是一

座精神丰碑；每一句坚定誓言，都是一

笔宝贵财富。“我为烈士来寻亲”，这句

简单的话语背后，是无数志愿者数十

年如一日的奔波和付出，更是对英烈

最高的敬意。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

色血脉，让无名烈士有名、让烈士英魂

“回家”，是对烈士最高的尊崇，也是对

烈属最好的抚慰；是尊重历史的生动

注脚，也是传承历史的温暖写照。

凛然英雄气，激荡天地间。对英

烈最好的告慰，就是积极投身强军兴

军伟大事业，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的接力棒。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

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让我

们高擎英雄旗帜、弘扬英烈精神，接续

奋斗、砥砺前行，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

丽篇章。

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刘 青 刘如才

寻根，DNA比对让烈
士亲人圆了“团聚梦”

今年 8 月 14 日上午，济南革命烈士

寻亲中心举行为无名烈士寻亲第十七

次出征仪式。两个实地寻访小组，带着

18 条寻亲线索，分别奔赴滨州、东营、

烟台、威海等市为 DNA 鉴定、比对成功

的烈士寻找亲属，确定相关信息。

“ 在 刑 侦 领 域 ，DNA 技 术 被 称 为

‘证据之王’，得到普遍应用。而将该技

术用于为烈士寻亲，济南市走在全国省

会城市的前面。”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领导介绍，运用 DNA 技术为烈士寻

亲，源于 2020 年开展的一次活动。当

时，为改善烈士墓设施环境，济南革命

烈士陵园启动墓区改造项目。他们和

济南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处工作人员交

谈时提出：能不能借助 DNA 技术，找到

无名烈士的亲属？这一问，拉开了借助

DNA 技术为无名烈士寻亲的序幕。

2021 年 1 月，济南市在全国省会城

市率先运用 DNA 技术为烈士寻亲。他

们成立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规范

“提取、鉴定、比对、筛查、核对、确认”工

作流程，并公布为烈士寻亲热线电话。

“利用 DNA 技术寻亲，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有的烈士遗骸腐蚀严重，只能

提取牙齿 DNA 进行鉴定。”济南市公安

局物证鉴定处 DNA 检验室主任路俊雷

告诉记者，鉴定几十年前的牙齿对他们

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由于烈士安葬

的地点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也不相同，

即便是同一个地点，墓地的状态也千差

万别，需要搭配使用的设备、试剂、手法

等也不同，有时可能组织几十位甚至上

百位烈士亲属参与 DNA 信息采集和鉴

定比对，都不一定比对成功。

寻 亲 过 程 中 ，有 一 位 无 名 烈 士 的

DNA 线索指向威海市荣成市虎山镇五

柳村。据该村宋氏家谱记载，有位名叫

宋丕清的村民参军后牺牲。济南战役

《烈士清册》有位名叫宋培清的烈士，籍

贯也是虎山镇五柳村。为确保无误，需

要采集亲属的血样做 DNA 鉴定。宋丕

清参军时还没有结婚，他有一个哥哥和

一个妹妹，也早已去世。工作人员采集

了宋丕清侄子宋敏昭的血样，带回济南

做进一步鉴定比对。鉴定比对结果显

示，宋培清就是宋丕清。

“一位无名烈士的背后，是一家几

代人的寻找。”寻亲小组成员告诉记者，

烈士亲属们说得最多的是“感谢”，他们

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大家”始终

记挂着他们的“小家”。作为亲历者，寻

亲队伍感受最深的是“迫切”。“济南战

役胜利 70 多年了，烈士的同龄人大多

已经离世。为无名烈士寻亲，越深入就

越感到时间紧张。”寻亲小组成员说，要

抓紧时间，尽快为 DNA 比对成功的无

名烈士找到家。

记者从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了

解到，自 2021 年运用 DNA 鉴定技术以

来，已为 214 名无名烈士找到亲人。“随

着时间推移，烈士子女都已进入高龄。”

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下一

步，他们将加快为烈士寻亲工作进度，力

争为更多无名烈士找到亲人。

接力，社会各界携手
照亮英烈“回家路”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在“为烈士寻亲”活动中，除了新

技术助力，社会各界志愿者的无私付出

令人动容。

“该烈士（20 岁）于 1947 年 12 月在

菏泽战役中牺牲，望邮递员同志再辛苦

一下，帮烈士找到家。”2019 年 2 月，江

苏省南京市邮政六合区分公司雄州投

递部收到一封信件，信封上的收件人为

“王慰华烈士”，寄信人是山东省菏泽市

退役老兵张景宪。

邮政工作人员发现，信封上的地址

早已不存在了。当地派出所民警听说

后，主动加入为烈士寻亲行动。通过查

询烈士家谱、查阅有关档案等，派出所

民警最终确认，信封上的“王慰华”原名

王殿华，并找到他的亲人。这是张景宪

找到的第 11 位烈士亲属。

张景宪所在的菏泽市张和庄，有一

座建于 1948 年的烈士陵园。陵园埋葬

着华东野战军 136 名指战员的遗骸，都

是无名烈士。为帮烈士找到亲人，他几

经周折联系到原第 26 集团军某旅。该

旅 前 身 是 华 东 野 战 军 第 8 纵 队 第 23

师。从该旅珍藏的烈士花名册上，张景

宪发现陵园里安葬的 136 名烈士，有 94

名留有姓名，其中 86 名留有家乡地址。

按照地址，张景宪的一封封“寻亲

信”发往全国各地。多年来，张景宪共

寄 出 1000 余 封“ 寻 亲 信 ”。 从 最 初 的

“石沉大海”或原件退回，到“慢慢有了

反馈”。截至目前，张景宪已为 41 位烈

士找到亲人。

徐彦墩烈士的母亲因思念儿子哭

瞎了双眼，临终前拉着大儿子的手千叮

万嘱，一定要找到弟弟。徐彦墩的哥哥

找了几十年没有结果，去世前嘱咐子

女，不能放弃，要继续寻找。在张景宪

等志愿者的帮助下，徐彦墩烈士终于与

亲人“团聚”。

“寻亲中，记忆最深的一次是 2013

年，我当时按照烈士名单上的地址，帮

一位烈士寻亲，找到滨州市阳信县。按

照热心人提供的线索，我居然找到了

‘烈士’本人，让我十分激动。”张景宪

说，这位名叫魏元吉的老战士，在菏泽

战役中身负重伤，被送到医院后与部队

失去联系。战后，部队清点人员时，没

有找到他，以为他“牺牲”了，因此被记

在烈士名单。

“ 看 到 英 雄 魂 归 故 里 和 亲 人‘ 团

聚’，就觉得付出再多都值得。”张景宪

说。为帮助更多烈士找到亲人，他牵头

成立菏泽市烈士寻亲志愿者协会，与多

个省市形成联动，吸引 1000 余名志愿

者积极参与。

在齐鲁大地，像张景宪一样自发公

益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有很多。昌邑

市饮马烈士陵园长眠着 700 多名为国

捐躯的革命烈士，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

名、籍贯。昌邑市义工联合会于 2014

年启动“为烈士寻亲”大型公益活动，照

亮烈士“回家路”。义工们与守陵的杨

智忠老人一起整理资料，走访知情人，

联系各地民政部门、公益组织和新闻媒

体，多方开展寻亲工作。10 年来，他们

已为 58 名烈士找到亲人。

一 寸 山 河 一 寸 血 ，一 抔 热 土 一 抔

魂。“我们将持续努力，让更多烈士找到

‘回家路’。”昌邑市义工联合会负责人说。

铭记，英烈精神根植
于中华儿女心中

今年清明节前夕，济宁市泗水县马

连庄村 81 岁的赵吉友老人收到一幅特

殊的画像。根据家人描述的相貌特征，

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描摹专家

还 原 了 赵 吉 友 父 亲 赵 景 荣 烈 士 的 画

像。看着父亲的画像，泪水模糊了赵吉

友的双眼：“像，太像了……”

“英烈们奔赴战场时风华正茂，可

许多英烈连张照片也没留下。后人对

亲人模样的记忆仅停留在老人的念叨

中。如果能重现烈士容貌，这不仅是对

后人的慰藉，更是对烈士的崇高致敬。”

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说。

为让英雄与家人“相见”，山东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和山东省广播电视台联

合推出“英烈面孔——为革命先烈画

像”公益活动，请来描摹专家为烈士免

费画像。近年来，他们先后辗转 21个城

市，行程 1 万多公里，走访 400 多人，巧

用手中妙笔，还原了 103 位烈士生前相

貌。他们还利用 AI 技术，制作动态画

像，为 57名烈士复原容貌。专程从烟台

海阳赶到济南的 80岁老人江洪竹，捧着

父亲江志信烈士的画像泪流满面。这

一幕，让寻亲工作人员深受感动。

9 月 24 日上午，初秋的风吹过英雄

山，当一座座丰碑、一张张面容、一个个

名字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英雄广场的

屏幕闪过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热泪盈

眶。9 月 24 日是济南解放 76 周年纪念

日，济南市军地为第三批寻亲成功的无

名烈士举行立碑仪式。英雄山上，再次

立起 111 座“丰碑”。从此，“无名烈士”

变“有名英雄”。跨越 76 年，他们终于

与亲人“团聚”。

济南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

战 的 序 幕 ，两 万 多 名 将 士 血 洒 泉 城 、

5000 多名烈士长眠济南，他们用鲜血和

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英雄之歌。

山河不会忘记英雄的壮举，英烈精神根

植于中华儿女心中。70 多年来，党和

国家始终牵挂着他们，为无名烈士树

名、让英雄“回家”是济南人民和烈士亲

属的殷切期盼。

“舅舅，我们一家四代人，一直在寻

找您的下落，如今终于团圆了。”在济南

革命烈士陵园隋永奎烈士墓前，隋永奎

的外甥女隋美红小心翼翼地收起一捧

黄土，要带舅舅“回家”。

“我和母亲找了您 76 年，终于和您

‘团圆’了。”在济南历城革命烈士陵园，

年近八旬的肖翠芳老人眼含热泪手捧

遗像，在父亲肖德法烈士的墓碑前不断

摩挲着……

每一次的相聚和重逢，都是对烈士

精神的最好传承，也是对后人无尽的激

励。如今，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一座

座丰碑巍然屹立，它们不仅铭刻着烈士

的姓名与事迹，更承载着后人对英雄的

敬仰与怀念。

让英烈的名字被知晓被铭记
—山东省各界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纪事

■林 嘉 本报记者 林 琳 特约记者 于 斌 刘明奎

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
据统计，我国现有196万余名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有明

确安葬地的仅 55.9万余名。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战事紧张，
许多同志牺牲后，就地掩埋、捧土为墓、削木为碑。由于种种
原因，一些烈士没有留下姓名、部队、籍贯等信息。有的烈士

亲属只知亲人牺牲，却不了解详细信息，不知亲人安葬地址。
让革命烈士与家乡亲人“团聚”，既是对烈士家人的慰

藉，更是对英雄的致敬和传承。近年来，山东省各界持续开
展“为烈士寻亲”活动，一个个尊崇英雄的故事，一幕幕催人
泪下的画面，展现出人们对历史、对英雄的深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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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工

作人员比对无名烈士 DNA 样本。 林 嘉摄

图②：描摹专家林宇辉（左）与烈士亲属一

起观看烈士画像。 贾园园摄

图③：烈士亲属仔细端详运用 AI 技术绘制

的烈士画像。 王 军摄

图④：烈士亲属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前往烈

士陵园祭扫。 王 军摄

图⑤：9 月 24 日，济南市军地为第三批寻亲

成功的 111位无名烈士举行立碑仪式。

张 瑞摄

图⑥：山东省宁阳烈士陵园全景。

刘 凯摄

图⑦：山东省军区济南第八离职干部休养

所组织工作人员到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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