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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寻亲，都是
一场精神洗礼”

“每一次采访拍摄，灵魂都受到一

次洗礼。”济南广播电视台记者赵乾坤

参与了大型公益活动纪实报道《为无名

烈士寻亲》，在跟随寻亲小组进行实地

寻访过程中，他深受触动。

2021 年 12 月 8 日，赵乾坤和济南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寻亲小组人员一起赶

到济宁市兖州区曹河镇。张玉金烈士

的侄子张慎和告诉他们，他父亲兄弟 4

人，20 世纪 40 年代，三伯参军后再没回

来，只寄回了一封信，家里一直珍藏着。

写信日期是 1948 年 9 月 6 日，离济

南战役打响还有 10 天。从信中可以看

出，张玉金是一名解放战士，在一次战

斗后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后勤

部警卫连。

张玉金在给父母的信上写道：“我

非常高兴，生活很好，上级对我非常关

心，同志对我比亲兄弟都热爱。因为

人民军队就是自己的部队，是代表咱

们穷人的，所以我坚决在这里干，希望

父母不要挂念。家中有困难，民主政

府来照顾……”

“俺奶奶跟俺爷爷攥着这封信，盼

来 盼 去 ，直 到 去 世 ，也 没 盼 到 儿 子 回

来。”张慎和边说边流泪。

村里的一位老人说，张玉金烈士牺

牲的消息传回家中，他的父母不愿接受

这个事实。当时给烈士的抚恤，也被他

的父母退了回去。他父亲去世前叮嘱

儿孙，要把这封信好好保存着。

“ 终 于 找 到 俺 叔 了 ，谢 谢 党 和 政

府。”了却爷爷遗愿，张慎和有说不出的

感激。

“ 不 管 是 烈 士 们 为 国 捐 躯 的 牺 牲

奉献，还是烈属们无怨无悔的深明大

义，都深深地打动着我，激励我努力成

为一个拥有家国大爱的人。”赵乾坤感

慨道。

“为无名烈士寻亲的过程，本身就

是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济南市关

爱退役军人基金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基

金会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志

愿者加入寻亲队伍，帮助开展无名烈士

DNA 样本鉴定、比对工作，确认烈士身

份信息，提供车辆保障等服务。在这个

过程中，他们深入了解英烈事迹，潜移

默化地接受教育熏陶。

“为无名烈士寻亲不是每个人都有

机会参与，能为烈士们作一点贡献，感

到非常有意义。”该基金会“95 后”志愿

者李浩民参加寻亲一年多，先后寻访了

17 位无名烈士的亲属。每次寻亲，他都

会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寻访图片，只要有

朋友关注询问，他都会动情地讲述一段

寻亲故事。

李浩民告诉记者，他们建了一个济

南战役无名烈士寻亲志愿群，目前已有

近 100 人，其中很多是退役军人。大家

决心齐心协力把这件事做好，以实际行

动致敬先烈。

“ 每 一 次 寻 亲 ，都 是 一 场 精 神 洗

礼。”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表示，

这项工作要长期开展下去，让崇尚英

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关

爱烈属在齐鲁大地蔚然成风，推动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

“利用 DNA 技术寻
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省 30 多万名烈士中，无名烈士

有 7 万多名，大多牺牲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多少年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孩

子想父亲的苦，餐桌上多摆一副碗筷的

等待，遗腹子几十年没喊出口的一声‘爸

爸’，令人心痛，也催人行动。”山东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领导动情地说，一种深深

的责任感，让大家不断思考如何帮更多

烈士找到亲人，让更多烈士魂归故里。

早在 1998 年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

就设立寻亲小组，开通烈士寻亲热线。

靠着一部电话，寻亲小组在 3 年里，为

全国各地的烈士亲属查找到 769 位烈

士的下落，找到 72 名烈士的墓地。由

于条件所限，他们只能为有名有姓的烈

士寻亲。当时的寻亲小组成员大多带

着遗憾退休了。如今，DNA 比对技术

的应用让接力寻亲的工作人员看到了

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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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的牙齿对他们

来说已是个难题，从 70多年前的遗骸牙

齿中提取 DNA，难度更大。

不同于影视剧作品中的情节，真实

的 DNA 检验工作并不像演绎得那样神

奇，更多是靠技术水平和耐心细致。

路俊雷说，提取残存在牙髓腔中的

微量 DNA，要经历复杂的提取步骤，整

个提取过程需要 5 天，中间不能间断。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检测就会功亏

一篑。

“尽管 DNA 鉴定被认为是身份确

认的‘金钥匙’，但 DNA 技术寻亲不是

百分之百都能成功。”济南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陈旧烈士遗

骸鉴定比对困难重重，隔代非直系亲属

的鉴定比对更是世界性难题，有时可能

组织几十位甚至几百位寻亲的烈士亲

属参与 DNA 信息采集和鉴定比对，都

不能比对成功。

DNA 提取、鉴定比对不容易，找到

无名烈士亲属也非易事。“烈士们牺牲

时都很年轻，大多没有子女，有的亲属

早已离世，健在的也都古稀之年了。”济

南革命烈士陵园副主任郭庆华说，有的

烈士信息也不准确，比如参军后改了姓

名等，这都增加了寻亲难度。

寻 亲 过 程 中 ，有 一 个 无 名 烈 士 的

DNA 线索指向威海市荣成市虎山镇五

柳村，该村宋氏家谱上有个“宋丕清”，是

一位烈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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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采集烈士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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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去世。工作人

员采集了烈士侄子宋敏昭的血样，带回

济南做进一步检测。当鉴定结果出来，

确定“宋培清”就是“宋丕清”时，当地却

传来 76 岁的宋敏昭因病去世的消息。

“让工作快点再快点，让遗憾少点

再少点。”寻亲工作人员邵和谦告诉记

者，为无名烈士寻亲的难度的确很大，

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大家愿意付出百分

之百的努力。

为了更加扎实稳妥地推进烈士寻

亲工作，2021 年 12 月 2 日，济南革命烈

士寻亲中心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正式

揭 牌 成 立 ，开 通 24 小 时 寻 亲 热 线

（0531- 82720111、82720222），并 将

各级服务中心（站）、专职联络员、社会

志愿者纳入寻亲工作，形成了组织完

善、纵横联动、保障有力的长效机制。

“眼看就要入土的
人了，终于找到父亲了”

又是一年春草绿，梨花风起正清明。

“学通找到家了，我也安心了。”

如今，94 岁的张淑卿老人不再为无

从知晓丈夫的下落而难过。今年初她

得知，“失联”70 多年的丈夫孙学通长眠

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清明节前，丈夫

的坟墓得到很好修缮……多年的心事

终于了却，她感谢党和政府对烈士的妥

善安置，也感谢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一直坚持为烈士寻亲。

祭我相思千点泪。张淑卿捧出丈

夫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小小的红色本子

上没有照片，但丈夫的音容笑貌一直深

深地印刻在她的脑海中。

1947 年 7 月 ，结 婚 9 个 月 、年 仅 18

岁的孙学通义无反顾地参军入伍。当

时 ，张 淑 卿 心 中 万 般 不 舍 。 但 她 懂 得

什么是家国大义，只说了一句：“早点

回家。”

丈夫离开了，日子还要继续。

张淑卿一边劳作一边照顾公婆，不

时打听丈夫的消息，始终没有音讯。新

中国成立后，当初和孙学通一起当兵的

很多同乡都回了家。翘首以盼的张淑卿

一直没等来那个熟悉的身影。直到 1958

年 8 月，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失踪

的丈夫被追认为烈士。

“ 生 要 见 人 ，牺 牲 了 也 要 看 到 遗

体。”张淑卿仍执着地等着丈夫。其间，

有不少人上门说媒，希望她再嫁，都被

她拒绝。

君 埋 泉 下 泥 销 骨 ，我 寄 人 间 雪 满

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春去秋来，无

儿无女、孤身独居的张淑卿，从红颜等

到了白发。年过九旬的她，一直盼着能

找到孙学通埋葬的地方，再去见丈夫最

后一面。

2022 年 1 月 11 日，济南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寻亲小组来到烟台市海阳市朱

吴镇上孙家村，告诉她一个期盼已久的

消息——通过 DNA 比对技术，孙学通

的遗骸找到了。

“我要是能看见他本人，真想问问

他，为什么留下我自己……”70 多年过

去了，丈夫终于有了下落，张淑卿百感

交集，热泪盈眶。

借助 DNA 比对技术为烈士寻亲、

送英雄回家的感人故事，这两年在齐鲁

大地不断上演——

2021年5月20日，在曲阜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和泰安市宁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共同努力下，利用DNA比对技术，完成了

蔡国玉祖父母和父母两代人的遗愿——

找 到 大 伯 蔡 运 吉 。 这 是 山 东 省 借 助

DNA比对技术确认身份的第一位烈士。

2021 年 9 月 7 日，烟台市招远市大

秦家街道榛家沟村 88 岁的滕学顺老人

终于获知哥哥滕学尧烈士的墓在何方。

2022 年 1 月 11 日，第一次有了父亲

消息，烟台市招远市蚕庄镇彦后村 76 岁

的张辉兰老人，拿着父亲的革命烈士证

明书久久落泪：“眼看就要入土的人了，

终于找到父亲了。”

2022 年 3 月 9 日，济宁市泗水县泉

林镇马连庄村 81 岁的赵吉友等来了一

个久久盼望的消息：他的父亲赵锦崇烈

士找到了。

……

据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韩延

才介绍，2021年 1月 28日，济南市无名烈

士 DNA 样本提取工作正式启动。一年

多来，寻亲工作专班共提取有效 DNA 样

本 685 份 ，寻亲人员根据 DNA 鉴定信

息，电话联系 6000 余人次，动员志愿者

开展 4 次实地寻亲走访活动，先后奔赴

烟台、威海、济宁等省内 8 个市、21 个区

县、60 余个村镇，帮助帮助 4545 位无名烈士找位无名烈士找

到了亲到了亲人人。。

烈士者，国之忠魂。
据统计，我国有 196 万余名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有明确安葬地的仅

55.9 万。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战事匆忙，一些牺牲的烈士就地掩埋，捧土为
墓，削木成碑，随着时光的流逝，成为无名烈士。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

明确要求“持续做好失踪烈士遗骸搜寻保护和为烈士寻亲工作”。
“为烈士寻亲、帮烈士回家，是烈属心愿、社会期盼，也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2021年，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启动通过DNA比对技术为无名
烈士寻亲活动，运用大数据、新媒体平台等手段帮助无名烈士“回家”。截至
目前，该省已为 49位烈士找到亲人。

为了无名烈士不再为了无名烈士不再““无名无名””
——山东省运用 DNA 比对技术为无名烈士寻亲纪实

■本报记者 卢 军 通讯员 毕华明 张颐龙 卢旭东

从 2021 年 9 月开始，组织上安排

我负责为无名烈士寻亲工作，帮无名

烈士找到亲人、找到家。通过寻亲走

访活动，我深深感到寻找烈士的下落，

是每一个烈士亲属和家庭多年的期

盼。面对白发苍苍、翘首以盼的烈属，

我既感心情沉重，更觉责任重大。他

们感动落泪的每个瞬间，都让我的心

为之震颤。

寻亲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洗礼。我

们党和国家能够走到今天，取得如此

辉煌和伟大的成就，正是因为有无数

革命先烈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

之躯筑长城。那些为国家、民族奉献

牺牲的烈士，理应受到人民的传颂和

景仰。

为烈士寻亲是一项十分紧迫、与

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工作。烈士的后

代、兄弟姐妹等亲人大多步入高龄，给

我们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时间越

久，寻亲的难度就越大；越早一天寻

找，便能越早一天让无名烈士与亲属

“团聚”。

大规模运用 DNA比对技术开展为

烈士寻亲工作是一次探索、一次尝试，

也是一种创新，需要我们边开展工作，

边摸索经验，在干中学、学中干，不断

理清工作思路，总结工作方法，积累工

作经验，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认真去做、耐心去做。

一年多来，在退役军人事务部和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指导下，我们探索

形成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主导、

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关爱退役军人基

金会服务保障、社会各界志愿者广泛

参与、线上线下接力、媒体全程宣传报

道的立体推进工作模式，为开展寻亲

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特别是2021年

12 月 2 日，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的

成立，让烈士寻亲工作步入了快车

道。作为中心主任，和全体同志带着

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命，高效率、高

质量、高标准做好烈士寻亲工作责无

旁贷。我们将继续积极争取国家相关

部门的支持，寻求公安部门和兄弟地

市的帮助，加快推进 DNA 鉴定比对进

度，力争做到“比对成功一个、寻亲成

功一个”。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当年，

济南战役的无数革命先烈英勇顽强、

舍生忘死，夺取了战役的伟大胜利，为

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今天，无论寻

亲的道路多么艰难，只要有一线希望，

哪怕行再远的路、吃再多的苦，我们也

会克服困难、不讲条件、不计回报，高

标准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让更多烈

士早日回家，帮助烈属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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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革命烈士纪念群雕。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供图

山东省济南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寻亲人员在山东省威

海市乳山市夏村镇寻访。

范祎宸摄

山 东 省 济 南 市

医 务 人 员 采 集 烈 士

亲属血样。

范祎宸摄

山东省泰安

市宁阳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

员对发掘的散葬

烈士遗骸进行登

记编号。

陈卫国摄

济南革命烈士纪念塔。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内无名烈士墓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