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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江之滨，碧水青山。这些日子，

湖北省宜昌市烈士陵园迎来许多祭奠

英烈的市民。伫立在一座新修的无名

烈士墓前，74 岁的联丰村老民兵连长

冯家经久久不愿离开。

他眼前的新墓地里安葬着牺牲在

联丰村的烈士。不久前，宜昌市军地举

行清明祭英烈暨散葬烈士集中安葬仪

式，这名烈士遗骸被迁移至此。在此之

前，冯家经和村民接力守护这名烈士墓

地 75 载。

“清除杂草、擦拭墓碑……这么多

年，每逢清明、春节，村民们都会到墓前

祭扫。因为大家知道，这名烈士是为了

保护村民、不惜牺牲自己的大英雄。”与

冯家经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了更多关

于烈士和该村村民的故事。

1949 年 7 月，宜沙战役全面打响。

一天，一支担负侦察任务的解放军队

伍，行至宜昌谭包山时，突遭敌炮火袭

击。危急时刻，队伍中的一名战士飞身

过去，将担任向导的该村村民刘国军扑

倒在地，紧紧压在身下。后来，战士因

受伤失血过多再未醒来。刘国军和村

民把他安葬在了谭包山上。

“哥哥生前一直很愧疚，多次告诉

家人务必要守护好烈士墓。这些年，刘

家人一直未曾忘记烈士的恩情，也一直

按照哥哥的嘱咐精心照看着烈士墓。”

刘国军的妹妹刘书英告诉笔者。

1984 年，因城市建设需要，村委会

商定，由时任联丰村民兵连连长的冯家

经组织 8 名民兵，按当地风俗，将烈士

墓迁移至了村委会旁的山坡上。

“烈士墓是我带人迁的，我还当过

兵，以后就由我来守护烈士墓吧。”自此，

冯家经便成了该村烈士墓的主要守护

者。如今一晃 40多年过去，当年冯家经

在墓前栽下的两棵松树，已蓬蓬如盖。

“尽管我们不知道烈士叫什么名

字，可村民们知道他有一个亲切的称

呼——‘大块头’。”冯家经说，刘国军

在世时，曾和村民们说，“那名解放军战

士长得高高大大的，口音很像河南那片

的，战友都管他叫‘大块头’。”后来，口

口相传，村民们便记住了这个称呼。

2024 年 9月 25日，联丰村迎来一群

特殊的访客。他们是受宜昌军地有关

部门邀请而来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学

者团队，到该村是为了确认烈士身份。

“村民们也期盼能早日弄明白烈士

的身份，于是我们配合武汉大学团队完

成了遗骸发掘和 DNA 提取工作。”联丰

村村委会主任冯清说，经过4个小时的清

理发掘，烈士的“遗容”显现出来：头部、

胸部垫着绿色雨衣；盆骨、股骨附近有残

留的弹片；右胸前有一颗铜扣。

“看到当时的场景，我肃然起敬。今

天，我们能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离不开

革命先辈们的流血牺牲。饮水思源，我们

必须懂得感恩，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他

们。”谈及当时的挖掘过程，伍家岗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干部穆延华满是感慨。据史

料记载，在解放宜昌战斗中，有 600余名

解放军官兵和支前民兵付出宝贵生命。

后来，经武汉大学团队鉴定，确认

烈士牺牲时年龄在 31 岁至 35 岁之间。

烈士籍贯等信息需经有关部门进行数

据比对和调查核实后才能确定。

寸寸山河，鲜血染红。百余名军地

代表在集中安葬仪式当天为烈士敬献

了鲜花，其中有许多联丰村村民和孩

子。冯家经说：“无论‘大块头’烈士安

葬在哪里，他都是我们联丰村村民挚爱

的亲人。我们会始终记住他，并把他的

故事一辈辈讲下去、传下去。”

峡江转弯处，有挚爱亲人
—湖北省宜昌市联丰村村民接力守护无名烈士墓75年

■陈彬烈

“清明节到了，人们会赶早来祭奠，

我得早开门呦！”仲春清晨，59 岁的江

西省南昌市革命烈士陵园守墓人梅立

新，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开始工作。清

扫墓地道路、擦拭英烈堂橱柜……所到

之处，都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

资料统计，江西作为中国革命的

重要发源地，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烈

士人数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由于

历史原因，安葬在此的不少烈士没能

留下太多信息，有的档案只有寥寥几

笔，有的出生日期不全，还有的连姓名

都没有。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我接替父

亲守墓也快 40 年了。”梅立新的父亲梅

朝茂也是陵园守墓人。自 1958 年梅朝

茂参加工作算起，他们两代人已接力守

墓 67 年。其间，除了管护陵园和接待

来访人员外，他们父子俩还为许多无名

烈士找到亲人。

群山环绕，松柏掩映。幽静肃穆的

革命烈士陵园内，纪念碑巍巍矗立。纪

念碑后侧，是一片依地势而建、层层环

绕的烈士墓群。那里长眠着 265 名革

命烈士。

抚摸着大理石砌成的英烈墙，梅立

新说：“这些年，陵园为无名烈士寻亲的

工作一直在持续。无论是给烈士户籍

地发函、委托其他烈士亲属帮忙寻找，

还是在网上发布寻亲信息，只要我们能

想到的办法，都会去试一下，就是想让

每位无名烈士能早日与家人‘团聚’，能

早日把名字刻在墓碑上。”

近年来，在社会多方力量的支持

下，梅立新和同事已先后为 10 多名烈

士找到亲人。

“多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父亲。”

2023 年 3 月，一封来自福建省古田县的

信件寄到了梅立新手中，那是烈士周长

基女儿写来的感谢信。周长基牺牲后

的几十年来，他的亲人一直都不知道他

葬在哪里。一次，梅立新查阅烈士资料

时，无意间发现一条与之有关的信息。

经有关部门核实和对接后，辗转多方终

于找到烈士亲人。

陵园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主任

方云贵说，为无名烈士寻亲，最难的是

收集信息、发现线索。因为负责看守陵

园，梅立新不能长时间外出寻访，于是

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每当有人前来祭

奠时，他就发放英烈事迹调查问卷，以

期获得关联信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40 多年过

去，信息收集工作集腋成裘。如今，梅立

新已整理完成 400 多份烈士事迹资料，

不仅为烈士寻亲工作提供了信息支撑，

还为许多烈士建立和完善了档案。梅立

新告诉记者：“为烈士寻亲是一项光荣而

神圣的使命，也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只

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坚持下去。”

因为用心守护，梅立新早已将陵园

内的一草一木刻在了脑海中。哪排，多

少号墓碑，是哪一位烈士，于哪一年安

葬……只要访客问起，他都能答得上

来。

这些年来，除了守护陵园，梅立新还

在宣讲英烈故事、弘扬英烈精神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陵园工作人员说：“陵园

年均接待祭扫群众 30余万人次，老梅一

直是接待研学师生、烈士亲属的主力。”

“父亲曾告诉我，能把烈士守护好，

就是功劳一件。尽管我们很平凡，但我

们守护的烈士们，却个个都是大英雄。

这让我感到很自豪。”梅立新说，守护烈

士墓地，不仅是子承父业的接力，更是

对英雄精神的致敬和弘扬。

青山绿水间，有长情陪伴
——江西省南昌市梅氏父子两代人接力守护烈士墓67年

■杨西河 本报特约记者 张富华

本报讯 魏祥原、潘善磊报道：海

风习习，春暖花开。整洁有序的辽宁

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武部内，正在进行

战备值班交接。交班人员按规定程序

交接值班日志、通报值班情况，接班人

员佩戴值班标志准备上岗。学条令、

促养成，该部官兵从一点一滴、一言一

行做起。

日前，大连军分区组织新修订的共

同条令宣贯暨正规化建设观摩活动，通

过专家授课、展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

式，进一步增进官兵对新修订的共同条

令的理解，提高贯彻落实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自觉性。

“为更好继承和发扬我军教育管

理优良传统，综合各方意见，此次条令

修订取消了军士留用察看措施，相应情

形调整至责令检查和军士处分条件，使

军队纪律制度设计更加科学合理……”

专家学者为官兵详细释疑解惑。

与此同时，军分区机关组织军官、

军士和文职人员分别按照军容风纪新

要求进行规范着装展示和观摩。人武

部、干休所领导围绕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如何落实、工作标准如何把握等问题集

智攻关。

“国防动员系统处在军地结合部，军

地交流活动多，我们必须严格规范人员

举止、用心维护部队形象。”中山区人武

部领导介绍，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对维护

军队形象提出更高要求。该部制作学习

宣传图册，让所属人员看了就能懂、照着

就会做，确保一言一行得体合规。

“结合部队人员构成、官兵关系等

方面呈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修订的共

同条令对有关规定进行了调整规范，更

加符合当前部队的管理形势和任务需

要。”旅顺口区人武部领导介绍，之前，

每当征兵季或大项任务来临时，该部在

值班、休假等方面的安排上会遇到一些

矛盾难题，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对此有了

更清晰的规定，让有关问题迎刃而解。

“纪律是促进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

素，是部队打胜仗的可靠保证。”大连军

分区领导说，抓养成、正形象、树军威需

要久久为功。他们将持续引导官兵自

觉将条令条例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不断提高单位正规化建设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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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勇兵报道：“4 月初，70

岁以上老人，和家人一起到皖南旅游，

什么方案最佳？”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山

东省军区青岛第十三离职干部休养所

离休干部张坤福在智慧化服务系统终

端上输入相关要求后，一份旅游攻略很

快生成。随后，他戴上老花镜，对着电

脑屏幕认真研究起来。

近年来，青岛第十三离职干部休养

所聚焦医疗保障、生活服务、安全管理

三大场景进行智慧化服务保障升级，让

科技赋能休干工作。

该所文职人员王微介绍，智慧化服

务 保 障 给 人 带 来 最 直 观 的 感 受 就 是

“快”。目前，该所门诊值班员从听到语

音警报，到携带必要救护器材赶至指定

位置，最多用时不超过 10 分钟。

据了解，在军地有关部门合力支持

下，该所搭建了集防、诊、救于一体的智

慧化服务系统，能实现值班人员、老干

部、亲属三方互联，做到精准监测、智能

报警、快速响应。

“老干部及家属普遍年龄偏大，日常

守护工作须细致入微。智慧化服务系统

让人工‘日盯夜防’变为系统‘全时值

守’，有效解放了人力，提高了管护质

效。”该所医护人员介绍，他们将智能血

压仪、睡眠监测带等设备接入智慧化服

务系统，可实时采集老干部生命体征数

据，还能通过雷达摔倒报警器、燃气报警

器等设备监测老干部居家状况。

“叮叮叮，1号楼1单元电梯来电……”

随着一阵铃声响起，智慧化服务系统终

端大屏幕上弹出通话链接。与此同时，

上面还清晰显示着电梯内的实时画面。

年 初 ，该所升级改造营院管理系

统，新增跌倒报警、红外测温报警等功

能，与智慧化服务系统连接并用，共同

构 筑 起 守 护 老 干 部 幸 福 晚 年 的 智 能

防线。

该所领导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智慧+康养’的应用场景愈加

丰富，我们将积极借鉴军地休干单位的

工作经验，蹚开开放式、共享型、信息化

服务保障路子，为老干部提供更多优质

服务。”

山东省军区青岛第十三离职干部休养所

“智慧 ”守护“夕阳红”

近日，云南省会泽县驰宏小学学生到该县红色文化展览馆参观见学。图

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该馆馆长李兴荣为学生讲解国防知识。 代 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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