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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鞍山烈士纪念馆烈士英名墙

上，79 岁的李文树老人找到了父亲李万

顺的名字。抚摸着父亲的名字，李文树

嘴唇微微颤抖，双眼紧闭。那一刻，压在

他心中多年的沉重包袱，终于放下了。

这一幕发生在 3 月 24 日。李文树

说，得知父亲的安葬地，他激动得一宿没

睡，第一时间带着家人赶来祭扫。今年

春节以来，我已为 30余名烈士找到亲人，

帮他们完成心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今年 65 岁，退休前在台安县博物

馆工作。2007 年，进行文物普查时，我

走访了多个烈士陵园，发现一些烈士墓

少有人祭扫，烈士长眠他乡，亲人却不知

晓。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我决心要为烈

士寻亲，帮他们与亲人“团圆”。

靠着一辆自行车，我走访了鞍山、锦

州及周边多处烈士陵园。后来，我的足

迹延伸到省内外。白天，我在烈士陵园

抄写无人祭扫的烈士墓信息，和陵园工

作人员一起比对档案，确认年龄籍贯等

信息；晚上，我对烈士信息进行编号，从

中华英烈网、各地县志和战史等资料中

寻找线索。整个过程就像探案一样，一

点一点寻找突破。

几年前，走访解放锦州烈士陵园，我

发现这里安葬着一批志愿军烈士，其中

有不少是贵州籍。在陵园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我们了解到当年有一批重伤战士

从前线被送到锦州野战医院。由于原始

记录较少，夹杂方言，墓碑信息准确性较

低。经过反复核对，整理好烈士信息后，

我于 2020 年 3 月致信贵州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帮烈士寻亲。收到信件后，贵州省

相关部门和媒体迅速行动，几个月时间

便确认了 109 名烈士信息，并找到 20 名

烈士的家属。说实话，我挺欣慰的，感觉

自己的坚持很有意义。

18年来，我累计为近 500名在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亲

属。看到烈属抚摸墓碑诉说牵挂，让沉

重的思念有了寄托；看到年轻人认真聆

听先辈的英雄事迹，眼中闪烁着崇敬与

自豪，我感到这一路走来的艰难辛苦都

值得。接下来，我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

下去，让更多烈士与亲人“团圆”。

（王晓、本报记者 范奇飞整理）

助烈士“团圆”
■志愿者 杨 宁

又到清明，我思念起我的哥哥。从

甘肃家中到新疆路途遥远，我不能每年

清明都去为哥哥扫墓，但有一群老兵会

替我看望哥哥。

哥哥陈建录牺牲于 1985 年 8 月，当

时他正在修建独库公路玉希莫勒盖隧

道。21 岁的哥哥牺牲后，家里并不知道

他安葬在哪里。母亲离世前叮嘱我们兄

妹，一定要找到哥哥。几十年来，我们想

了很多办法，一直没有结果。

好 在 有 许 多 人 没 有 忘 记 他 。 2018

年，哥哥生前的一位战友联系我，告诉我

哥哥安葬在新疆新源县吐尔根乡烈士陵

园。当时我正在公交车上，通过微信看

到哥哥墓碑的照片，我立马就哭了，多年

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019 年 7 月，带着全家人的心愿，我

专程来到吐尔根乡烈士陵园为哥哥扫

墓。出发前，我特地来到父母的坟前，取

了坟上的土，又装了家乡河里的水，一起

带到哥哥墓前。我还记得，哥哥小时候

总喜欢在那条河里游泳。

在俞振民等哥哥生前战友的陪同

下，我来到哥哥墓前，泪流满面。原来，

这么多年，不仅我们这些烈属在寻亲，还

有很多热心人在找我们。和俞振民一起

留在新源县的老兵，义务给陵园除草、种

树，给战友们买花，几十年如一日。看到

哥哥被战友们“照顾”得很好，我很高兴。

此后，每年清明，俞振民等老兵扫墓

时都会发来现场照片和小视频。我给他

发红包，他都不肯收，他总说：“这是我们

该做的。”

2021 年，我的大哥陈建文第一次去

新疆看望弟弟，回来后像变了个人。他

70 多 岁 了 ，我 第 一 次 听 到 他 开 心 得 唱

着歌。

自从知道哥哥是修筑独库公路时牺

牲的，我就特别关注这条路。2023 年，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委区政府邀请 50

余名筑路老兵和烈属重走独库公路。这

次，我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这条“英雄

之路”。

一路上，我和许多游客一样欣赏美

景，一起到烈士陵园献花致敬。哥哥在

世时，我不知道他在部队做什么。直到

他牺牲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和战友们是

如何用生命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我

想，守望天山的英烈哥哥们，一定也会欣

慰，祖国和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

（姜烈强、本报记者 杨明月整理）

重走哥哥的路
■烈属 陈建聪

亲历者说

图①：山东省枣庄市文化路小学学生在枣庄革命烈

士陵园缅怀先烈。 新华社发

图②：刘爱生捧着叔叔刘西明烈士的画像来到济南

历城革命烈士陵园祭扫。 王 锋摄

图③：江苏省举办“为烈士寻亲”主题汇报活动。

郭丁虎摄

图④：黄才弟烈士亲属来到海南省五指山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祭扫。 苏 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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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这是老家的米酒，我猜您会

喜欢……”清明节前夕，海南省五指山

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广西籍烈属黄瑞兵

拿出精心准备的桂林三花酒，浇在黄才

弟烈士墓前，又从墓旁捧起一抔土，放

进红布袋。

黄才弟烈士 1953 年生，1972 年 6 月

在海南岛工程施工中牺牲。家人只有

革命烈士证明书，不知道具体安葬地。

去年 9 月，收到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发来的寻亲信息，广西“为烈士寻亲”工

作组查询档案资料，经走访核实，历时 4

个月与烈属取得联系。

“每找到一位烈士亲人，我们都尽

力 组 织 安 排 他 们 前 往 烈 士 安 葬 地 祭

扫。”广西“为烈士寻亲”工作组负责人

介绍。自 2020 年启动“为烈士寻亲”专

项工作以来，广西累计为 393 名烈士及

13 名病故军人找到亲属，组织 48 批次

烈属祭扫，并对 2178 座长期无人祭扫

的烈士墓实施“四季守护计划”，形成

“寻亲-守护-传承”的英烈纪念褒扬工

作链路。

3 月底，“为烈士寻亲”工作组联合

爱心企业，再次来到廖应茂烈士弟弟廖

贵理家，赠送慰问品，了解生活情况。

“哥哥当兵时只有 18 岁，1952 年在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壮 烈 牺 牲 ，年 仅 20

岁。他给家里寄过一张照片，此外没有

留下只言片语。后来，我们就收到了他

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前几年，寻亲工作

组帮我们找到了哥哥的安葬地——朝

鲜开城烈士陵园，希望我有机会去看看

他。”廖贵理从皮箱里拿出珍藏多年的

黑白照片，讲述自己知道的有限信息。

一旁，工作人员认真记录。

“找到烈士亲属后，我们进一步了

解烈士事迹，核实补充进广西革命烈士

英名录数据库。”寻亲工作组工作人员

梁玉冬介绍，近年来，他们举办展览和

宣讲活动，广泛宣传烈士事迹，弘扬英

烈精神，截至今年 3 月，累计开展烈士

事迹宣讲活动 1200 余场。

英 烈 是 民 族 脊 梁 ，烈 属 需 要 全 社

会关爱，尤其是那些苦苦寻找了数十年

才与烈士“相聚”的烈属。笔者了解到，

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厅把“为烈士寻亲”

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各

级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 门 主 动 做 好 与 人

社、教育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及时与相

关职能部门沟通联系，落实烈属应该

享受的各项优待政策，解决他们在医

疗等方面的困难。

“韦姨，烈士遗属相关手续已经办

好，每个月都能领到补助了。”春节前

夕，当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人员覃建统上门告知这一消息

时，烈属韦月胜泣不成声。当天，韦月

胜的家门口也挂上了金灿灿的“光荣之

家”牌匾。

韦月胜的父亲韦汉清烈士是环江

人，1953 年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由于

年代久远，韦月胜并不知道父亲的下

落。70 余年的牵挂、两代人的找寻，如

今终于得知父亲长眠于广东省广州市

花都区花东镇革命烈士陵园，她的烈属

身份也得到确认。

行 走 八 桂 大 地 ，笔 者 深 切 地 感 受

到 ，从“ 踏 破 铁 鞋 ”寻 亲 到 代 祭 扫 服

务，从政策保障到精神传承，不仅照亮

烈士的“归家”之路，也温暖了烈属的

心房。

广西积极做好为烈士寻亲“下篇文章”—

全力守护“光荣之家”
■刘德安

进入 3 月，齐鲁大地，人们为烈士

寻亲的脚步更加匆匆。

“据 2015 年的一篇报道，白果烈士

（原名邓延熙）离家前，留下了一个 5 岁

的儿子，名叫邓庆增。”看到人工智能搜

索显示的内容，山东省聊城市革命烈士

陵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赵振刚眼前一

亮，这是他们不曾掌握的信息。

白果烈士是新四军的一名教导员，

1941 年 为 掩 护 干 部 群 众 转 移 壮 烈 牺

牲，是陵园里一直未找到亲属的烈士之

一。顺着这条新线索仔细寻找，赵振刚

在聊城市一家养老院见到了 92 岁的邓

庆增。

得知父亲就安葬在当地烈士陵园，

邓庆增老泪纵横，表示清明节一定要为

父亲扫墓。

“我们借助人工智能整合分析碎片

化信息，再协调相关部门核实研判，寻

亲的效率得到提升。”赵振刚说，目前，

他们正在跟进 10 条烈士亲属线索。

在为烈士寻亲工作中，山东省各级

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手段，让“大海捞针”

变为“定向撒网”，确定大致方向，再进

行实地查证，提高为烈士寻亲的速度和

精度，让烈士早日和家人“团圆”。

3 月 17 日，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

举行为烈士寻亲第十八次出征仪式。

这一次，他们有明确的目的地——威

海、烟台。这两个地区是济南革命烈士

陵园根据 DNA 检测报告，结合公安部

门户籍信息，初步研判的烈士籍贯地。

第二天，在荣成市人和镇窑沟村，

寻亲工作人员找到了许维峰烈士的外

孙女张英姿。

“姥爷参军时母亲才两三岁，母亲

说姥爷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牺牲的，

我们要永远缅怀他、纪念他。”回忆起母

亲给自己讲述姥爷的故事，张英姿泣不

成声。

自 2021 年运用 DNA 鉴定技术以

来，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组织人员先

后赴 2 省 16 市百余个村镇，累计为 200

余名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找

到亲人。从此，无名烈士变“有名”，英

雄山上，又立起一座座丰碑。

“利用 DNA 鉴定技术寻亲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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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第一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主任于

春江告诉记者，尽管过程艰辛，他和团

队 成 员 以 强 烈 的 责 任 感 和 专 业 的 技

术，完成了 600 余具烈士遗骸的 DNA

检测工作。

据了解，山东省各级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积极与公安部门鉴定中心、医科大

学、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密切协同，以

烈士纪念设施提升改造为契机，同步提

取烈士 DNA 样本，开展鉴定比对工作，

为烈士寻亲科学化实施、精准化寻访提

供技术支撑。

革命战争年代，许多英烈由于种种

原因，没有留下影像，这也成了很多烈

属心中的遗憾。

为了让英烈“回家”的同时与家人

“相见”，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相

关机构，采用人工智能生成技术为烈士

复原容貌，生成画像，并赠给烈属。

“这不仅是对后人的慰藉，更是对

烈士的致敬。”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领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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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了朱绪瑞烈士的侄子朱

克 显 ，他 听 父 亲 讲 过 ，大 伯 牺 牲 在 四

川。”近日，江苏省丰县常店镇退役军人

服务站工作人员马兰，将寻找烈属的情

况告诉丰县“烈士寻亲”老兵工作室负

责人李刚。

“我们联系了四川省乐山竹园烈士

纪念园，确定朱绪瑞烈士就安葬在这

里。”李刚告诉记者，看到朱绪瑞烈士的

寻亲信息后，他联络多方力量查找核

实，很快形成了完整信息链。今年以

来，李刚与其他志愿者组织联合确认了

多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并成功找到烈士

亲属。“在多方力量的积极帮助下，寻亲

信息传播更快，线索来源更广，寻亲成

功的概率更高了。”李刚感慨。

2023 年以来，江苏省开展“为烈士

寻亲”专项行动，成立专项行动协调小

组，为安葬在江苏的无名或无亲属祭扫

烈士寻找亲人，为长期未找到烈士下落

的江苏烈士亲属寻找烈士安葬地。

“由于烈士牺牲的年代久远，人数

多，信息不足，仅靠政府力量寻亲难度

较大。”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褒

扬处负责人介绍，他们积极发动社会力

量参与寻亲，构建了一张庞大的为烈士

寻亲工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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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开展后，各地积极行动起

来。在盐城市，“丹心慰烈”寻亲志愿服

务队成立，吸纳新四军纪念馆工作人

员、新四军后人、大学生志愿者等力量，

建立政府寻亲与社会寻亲常态化沟通

机制；在连云港市，老战士、烈士后人、

退役军人志愿者等一起加入为烈士寻

亲队伍，定期召开寻亲联席报告会，推

动寻亲活动走向深入；在启东市，当地

知名媒体人在社交平台发布为烈士寻

亲信息，及时更新动态，发动更多人提

供线索，助力寻亲工作。

记者了解到，目前，江苏省参与寻

亲的有 108个拥军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

队，130 支涵盖退役军人工作者、媒体从

业者、社会工作者等群体的寻亲队伍。

去年 6 月，泰州市开展“长江的铭

记·点亮龙窝口战斗烈士回家路”专项行

动，寻亲小组分赴浙江省、山东省和本省

各地为烈士寻找亲人。他们排查线索，

核对信息，最终为 11名烈士寻亲成功。

“爸，久梅来了，我终于找到您了……”

在河南省永城市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

馆，来自如皋市的秦久梅，70 余年后终

于与父亲“重逢”。

秦久梅的父亲秦奎富离家时，她尚

在襁褓中。1948 年，秦奎富在淮海战役

中牺牲，家人从此失去了他的消息。在

如皋市退役军人“红色先锋”志愿服务

队的寻亲名单上，秦奎富烈士一直是重

点对象。

“我们公开征集线索，组织队员查

阅档案史料、走村入户摸排，尽可能找

到当时的见证者，整理比对获得的信

息，并寻求外地志愿者组织的协助。”志

愿服务队队长介绍，经过多番努力，终

于传来了烈士安葬地的确切消息。

“我们将继续组织专业人员和志愿

者做好寻亲工作，为更多烈士寻找到后

人，以实际行动告慰忠魂。”江苏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领导介绍，目前，“为烈士寻

亲”专项行动已为 2000 余名烈士成功

寻亲。

江苏省发动社会力量合力为烈士寻亲—

编织寻亲工作网络
■赵 建 本报记者 向黎鸣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据统计，革
命战争年代以来，我国约有 2000万烈士为革
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中，有名可考
的仅 193万余人。许多英勇赴死的先烈，连
姓名都未留下，令后人在追思怀念时深感痛
惜和遗憾。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我……”清明祭英烈，鲜花献忠魂。
清明节前夕，各地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
为烈士确认身份、寻找亲人，让他们从“无名”到

“有名”、从“有名”到“留名”，努力在全社会营造
崇尚英雄、缅怀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祖国和人民不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会忘记
—清明节前夕各地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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