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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找到你，终于见到你，军地各
界多方努力，终让两位老兵60多年后
重逢团聚，圆了多年的心愿。当88岁
的李墨森和 90岁的王庆先两位老兵
见面时，一句“敬礼”一下子把我们带
回了他们当兵的日子，画面也定格在
了那段峥嵘岁月，让人肃然起敬。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
树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
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
山岭！”李墨森、王庆先只是老兵群体
的一个缩影，进入和平年代，千千万万
个老兵“一声令下”即转投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他们告别了战场的硝烟，回
归了生活的平淡，虽远离军营，但从未
远行。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身体力行，用一辈子的时间写下了对
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无比热爱。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
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山
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我。”2017年 6月，习主席在
山西考察工作时强调，全党同志一定
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
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
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
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
的生活。“帮助老兵寻找战友”的消息
之所以感动无数网友，并被扩散转
发，“只为圆老兵的梦”道出了大家的
心声。放眼当下，全国像李墨森似的
老兵有很多，各界也还会继续找下
去，皆源于对老兵“战友情”的无比崇
敬之心。

报国道路千万条，投身军旅最荣
光。著名诗人艾青曾深情写道，“为什
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
片土地爱的深沉。”这种对生我养我的
祖国母亲的炽烈情感，始终流淌在每
个人的血脉中，激励着一代代热血青
年矢志报国、英勇献身。李墨森、王庆
先两位老兵 70年后再相见虽年事已
高，但穿透人民军队的光荣征程，我们
看到的仍是一个个伟岸身躯，在烽火
硝烟的战场上他们前赴后继、舍生忘
死，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遇到危险
时他们挺身而出、一往无前，这才是老

兵的真实写照，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
永远的精神图腾。

靠近你、读懂你。我们常说，生命
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感到珍
贵。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兵的日子”
也愈发成为老兵魂牵梦绕的念想。当
兵的日子，展示的是老兵“压倒一切困
难，战胜一切敌人”的旺盛斗志；当兵
的日子，彰显的是老兵“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血性担当；当兵的日子，体
现的是老兵“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
要哪里搬”的号令意识，这些早已经融
注到了老兵的血脉中，固化为了他们
的精神财富，不会悄然磨灭。正所谓，
当兵一阵子，受益一辈子。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践行，是最
有力的传承。即便身患重病，李墨森
也不忘“叮嘱后辈把我们未完成的事
继续干下去”，话虽简单，却意味深长，
凝结了无数老兵埋藏心底的夙愿，更
饱含着他们对中国梦强军梦的无限期
许。我们就是要把老兵的这种愿景化
作动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立足本
职岗位，练就过硬本领，努力完成好党
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致敬老兵，军魂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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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对于走过炮火硝烟的老兵们来说，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在那个火热的
战斗集体里，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有着无法割舍的战友情、家国情。一切都没有忘记，一切
都不能够忘记。在有生之年见战友最后一面，成为许多老兵迟暮时的期盼和牵挂。然而有多少
老兵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又有多少老兵阔别多年再重逢呢？本期视点，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个老
兵寻找战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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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战友老战友，，你你还好吗还好吗？？
—相隔60多年，老兵再次吹响集结号

■林 野 姚元锋 本报记者 乔振友

2019年 2月 15日，春光和煦，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重症监护病
房里，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柔柔地
洒在病床上的一位老人身上。老人用
微弱的声音不断地念叨：“江守彦，于
得河……我的老战友，你们还好吗？”

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叫李墨森，今年
88岁，1948年10月参军入伍，曾在原东
北军区163师488团当兵，1950年10月
随同部队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1955年7月退伍返乡。

2月中旬的一天，李墨森突感身体
不适，家人连忙将其送到当地医院。入
院时，老人出现呼吸困难、昏迷、身体抽
搐等症状，医生当即下了病危通知，并
将其送进重症监护病房。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老人的病情

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几天后，李墨森转
入普通病房，外孙李文博守在床边，望
着静静躺在床上的姥爷,不敢相信眼前
的一切。在他的印象里，姥爷从来没有
这样虚弱过，无论去哪里，姥爷总是挺
直腰杆，嗓门洪亮，有说不完的战斗故
事。“姥爷这一辈子最难忘的就是与战
友们一起在朝鲜作战的那段日子。”李
文博告诉记者，多年前姥爷曾写过多封
书信想要寻找昔日战友，但由于部队地

址变动，寄出的书信大都石沉大海，这
也成为老人晚年的一块心病。几天后，
老人逐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但只要一
睁开眼睛，就断断续续地用微弱的声音
叫着老战友的名字。看着眼前的这一
幕，我的耳畔回荡着姥爷曾说过的话：

“我很想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想和他
们回忆当兵的日子，叮嘱后辈把我们未
完成的事继续干下去，也不知道有生之
年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

李文博看着病榻上病危的姥爷，流
下了心疼的泪水，后悔自己这些年没有把
替姥爷寻找战友这件事做好。这次，他不
能再等了！他连忙拿出手机，在微信朋友
圈发出求助消息，公布了姥爷的基本信
息，想在克东县附近找一找姥爷的战友。

在生命弥留之际，李墨森没有提出
别的要求，只想见见出生入死的战友，
这一心愿令人动容。消息发出后，犹如
一颗石子落入湖水，激起层层涟漪。微
信朋友圈寻找战友的消息从一个朋友
圈转到另一个朋友圈，短短几天，“中国
军网”“解放军生活”“黑龙江电视台”

“今日头条”等媒体也以各种形式转发
传递、呼吁扩散，帮助李墨森寻找老战
友成为齐齐哈尔乃至全国许多网民的
集体行动。

我想你们了，你们在哪里？

2月22日，齐齐哈尔军分区政委谭
东军看到这则消息。作为一个有着 33
年军龄的军人，谭东军对这位老兵肃然
起敬：战友情，尤其是在烽火年代结下
的友谊，是最珍贵的。老人在病危情况
下，提出的要求不是改善家庭条件，而
是想跟当年战友见一面，太让人感动
了，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帮助老人实现
这个愿望。

李墨森老人的身份核实准确后，军
分区第一时间向16个县（区）人武部下
达命令：全力以赴帮老兵寻找战友！他
们会同民政局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
进行多方寻找。期间，军分区查阅了全
市253名抗美援朝老兵档案材料，逐个
打电话核实是否认识李墨森老人。苍天
不负有心人。2月23日，军分区的同志
终于联系到了同在原东北军区 163师
488团当兵，如今也居住在克东县的王
庆先老人。

王庆先已是 90岁高龄，在得知李
墨森苦苦寻找昔日的战友后，迫不及待

地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人正是守在李
墨森病床旁的李文博。听到李墨森的
声音时，王庆先激动地说：“李墨森，你
还活着，活着好！活着好！我马上就去
看你……”那时，李文博清楚地看到姥
爷的泪珠滑过苍老的面庞，眼睛里焕发
出希望的生机。

2月24日军分区人员准备将王庆先
接到医院，让两位老人见上一面。“你看
这衣服穿着随身吧？”清晨，王庆先小心
翼翼穿上珍藏多年的老式军装，照着镜
子一遍又一遍地整理着衣领衣角，在多
遍确认军容严整后，便和军分区动员处
处长王威一同坐上军车。一路上，王庆
先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望着窗外，眼里

写满了兴奋和期待。40分钟后，王庆先
在军分区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病房，进
门前他脱掉外套，推开门后快步走到正
在吸氧的李墨森面前，两位老人凝视片
刻后，王庆先挺直身板，说了句“敬礼！”
随后庄严地抬起右手。病床上的李墨森
下意识地坐直身子，用尽全身力气，抬起
胳膊回敬了军礼。分别近60多年后，两
位老兵再次相聚。一位半卧病榻，一位
肃然站立，同经生死的战友情凝成了一
个庄重的军礼。这一刻，时间仿佛在凝
固定格。

老战友终于重逢了！他们紧握的
双手久久不愿松开，彼此端详着、倾诉
着，笑容在两张刻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

岁月的光彩，热泪尽情流淌。王庆先拿
出泛黄的老照片递给李墨森。李墨森
仔细看了看，眼睛一亮，动情地说道：

“这我认得，看照片认识了，老哥啊，是
你啊，王庆先，这是你年轻的时候，现在
岁数多大了，认不出了。”王庆先笑着回
应道：“是啊，老喽。现在很多事情记不
得了，但那段战斗经历就像刻在脑袋
里，每件事、每个战友都不曾忘记。”

随后，王庆先坐在李墨森病床边，
给大家讲起过去的事。我跟李墨森在
部队一起服役8年，当初在部队的时候
总见面，训练的时候也总在一起，感情
很深，打完仗之后，我们便在抚顺分开
了……李墨森在旁边默默看着王庆先，
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神色。从相见
到中午吃饭，再到下午，两位老人有着
说不完的故事。直到下午3时，由于李
墨森还要接受治疗，两位老人的相聚到
了离别的时刻。临行前，两位老兵紧握
双手，泪眼蒙眬，互相道别，再见了，战
友！再见了，我的好兄弟！

再次见到你，再敬一个军礼

战友久别重逢的喜悦，给李墨森注
入了强心剂。令大家欣喜的是，李墨森
在见到老战友后，精神好转，饭量恢复
了不少，呼吸也比之前好了许多……李
文博激动地说：“感谢军分区，感谢全社
会的热心人，不仅让姥爷圆了梦，还延
续了生命。”

“老伙计，恭喜你在死亡边缘走一
遭啊，快点好起来，还有好多的事等着
我们做呢！”4月18日，90岁老战友王庆
先又一次来看望李墨森老人，看到老战
友病情稳定，王庆先很高兴，同时给他
带来了3个好消息，一是近期又有好几
位战友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到他，二是他
们两位老人将担任今年军分区的征兵

形象大使；三是齐齐哈尔市政府要邀请
他们两位为党政机关干部上几堂国防
教育课。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李墨森老
人找到了一位昔日的战友。而这场寻
人行动仍在持续。军分区还在努力继
续寻找李墨森的战友。截至记者发稿，
一位在吉林省白城市的战友也联系到

了李墨森的家人，但因老人行走困难，
无法到黑龙江相见。

在多个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李墨森寻
找战友的消息后，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要
行动起来，帮助老兵寻找他的战友，不要
让老兵留下遗憾。随着全网寻人行动的
发展，网络平台里，不仅在帮助李墨森寻
找战友，还有很多参战老兵的后代开始

帮助他们的先辈寻找战友。
“我爷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叫田

训宽，至今健在，住在山东泰安，今年
90岁了，部队代号是……同样欢迎他
的老战友和我联系，微信号……”

“我的族亲是八路军，叫邢传忠，一
直想寻找到原115师686团二营七连战
友……”

军分区政委谭东军说：“此次帮助
老兵寻找战友，不能简简单单地说是
两个老兵的聚会，也是向两位老兵的
一种致敬，表达出社会对军人的尊
崇。希望借助这个机会，让更多的老
兵重聚，让更多人都加入到关爱老兵
的行列中来。”

继续找下去，致敬老兵 1、联系当地人武部、民政局。
战友所在地人武部、民政局一般都
有老兵信息，借此可以联系到失联
的战友。

2、联系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对当地退伍军
人信息进行了登记。知道战友所在
地，就有可能联系到战友。

3、联 系 老 部 队 人 力 资 源 部
门。如果老单位没有撤并降改，过
去的军务、干部部门，现在称人力
资源部门档案室一般都留存有老
战友信息。

4、参加电视节目。借助媒体
力量表达自己寻找战友的心愿。

5、刊登寻人启事。在战友所在
地主流媒体连续数天刊登寻人启
事，联系自己战友。

6、刊发回忆文章。把回忆你们
当年一起在部队奋斗的故事、深情

战友情谊写成文章，向在退伍老兵
中有广泛影响的军队主流媒体发
声，寻找战友。

7、按地域范围找。通常情况
下，一个地区、一个县的战友往往都
会建立联系。

8、从同届龄中的战友找。同
一年兵龄的战友，在部队时接触较
多，退役后联系也较多。这种情况，
你只要找到一名同一年的战友，其
他战友也就好找了。

9、通过你的老连队寻找。你要
找同一个连队的某一个战友，最好
能先找到当时的连长、指导员进行
询问，然后再去寻找，这样找多年前
的战友往往成功率很高。

10、通过网络媒体寻找。当前一
些退役军人建立了一些寻找老战友
的网站、微信公众号，通过这些网站、
微信公众号，你也有可能寻找到自己
战友。但是网络上的资料良莠不齐，
要注意辨别，防止被骗。

寻找战友的N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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