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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英雄气，浩然天地间。

前不久，家住江西省乐平市临港乡九

墩村的王松根，在好心人程雪清的帮助下，

终于找到叔父、志愿军烈士王明的埋骨之

地，圆了一家人多年的心愿。通过程雪清

提供的线索，王松根还原了叔父生前战斗足

迹——

1953 年 ，任 志 愿 军 54 军 405 团 警 卫

员，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金城战

役中不幸牺牲，埋骨他乡。

今 年 47 岁 的 程 雪 清 ，也 是 乐 平 市

人。近年来，他先后为 14 个省（自治区）

184 位烈士找到了“回家的路”。

“只要有一线希望，无论困
难有多大，都不能放弃”

2009 年，程雪清投资失败后，以手机

贴膜为生。闲暇之余，他积极参与助残和

救援公益活动，为平凡的生活注入了一抹

不平凡的色彩。

一次，程雪清在整理家中旧物时意外

发现一张新四军复员证复印件。从模糊

的字迹中，他辨认出这是外公徐文根的复

员证。

“对外公的印象几乎空白，只知道他

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程雪清告诉

记者，他出生时，外公已经去世，父母对外

公军旅经历知之甚少。

外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何

要深藏这段参军经历？带着一连串疑问，

程雪清踏上了寻访之路。

起初，程雪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前

往乐平市及周边县市档案馆查阅资料，均

无功而返。他把外公的复员证复印件发

到网上，仍石沉大海。

正当程雪清觉得“山穷水尽”时，同为

新四军后人的乐平市委党校教师徐伟带

来一则好消息，让他顿感“柳暗花明”。

原 来 ，徐 伟 看 到 程 雪 清 发 布 的 信 息

后，把相关照片转发给景德镇市新四军研

究会秘书长张红生。格外热心的张红生，

利用寻亲微信群发动志愿者帮助寻找，并

联系到开国将军刘毓标的儿子刘华苏协

助查找。

经刘华苏查阅相关资料证实，程雪清

的外公徐文根于 1944 年参加新四军，编

入新四军华中军区，随部队转战多个战

场。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身体原因，他

经组织批准复员回到江西乐平老家。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每一个英名

都值得永远铭记。”程雪清在寻亲过程中，

发现还有不少烈士埋骨他乡，因留存的信

息残缺不全，甚至有的烈士连名字都没有

留下。从那时起，他决心为这些烈士找到

“回家的路”。

一天，一位叫彭大华的老人，突然敲开

程雪清家门，请他帮忙寻找自己的外公。

彭 大 华 的 外 公 叫 黄 万 生（后 化 名 田

英），曾担任赣东北苏维埃政府和中华苏

维埃政府执行委员，跟随方志敏北上抗日

后，音讯全无。

新中国成立后，彭大华父辈得知外公

牺牲在战场，对于在哪里牺牲、安葬在哪

里等细节，无从知晓。父辈们几经周折、

多方寻找，均未能如愿，带着遗憾离世。

“如今，我也老了，我想在余生了了父辈的

心愿……”彭大华拉着程雪清的手，含着

眼泪说。

接下来几天，程雪清多次前往当地退

役军人事务局和档案馆查找线索，但仅查

到了彭大华外公的入伍记录。

一个偶然机会，程雪清在旧书网看到

一本名为《武山雄鹰》的烈士史料。当他

翻到第 3 页时，赫然映入眼帘的是“田英，

又名黄万生，安葬在江西省都昌县大港镇

烈士陵园”。他立即与两地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联系，后经反复确认，田英就是黄万

生烈士。

这是程雪清为烈士寻亲取得的第一

次成功，也正是这次成功给了他极大的信

心。此后，他常常对自己说：“只要有一线

希望，无论困难有多大，都不能放弃。”

“我们两代人找了您 50多
年，今天终于如愿了”

“我思考最多的是，如何搜集更多烈

士和烈士后人的信息，帮助他们圆梦。”程

雪清告诉记者，他利用工作之便，先后建

立并加入了 100 余个微信群，添加包括退

役军人事务局和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及社

会志愿者等 9000 多个好友。与此同时，

他还加入乐平市新四军研究会，牵头负责

为烈士寻亲工作。

经过实践探索，程雪清总结出一条运

用互联网寻亲的“三步法”。第一步，通过

微信群收集烈士英名墙、墓碑等图片信

息，前往中华英烈网、烈士纪念网比对核

实，确认烈士身份；第二步，根据比对核实

情况，协调全国各地志愿者前往烈士籍贯

所在地进一步核实，并寻找烈士后人；第

三步，依据烈士后人提供的信息，与烈士

生前所在部队、入伍地档案馆和民政部门

等再次核实、反复确认。

随着寻亲路不断拓展，好消息也越来

越多：陕西城固的袁志清烈士、河北邢台

的王杰烈士、山东梁山的宋崇贵烈士、四

川青神的郑开荣烈士、湖南株洲的颜家龙

烈士等，先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

“因方言、笔误、地名以及行政区域变

更，导致一些基本信息有偏差，加之不少

烈士没有后人，让很多烈士‘回家的路’，

走得异常艰辛。”说起烈士寻亲的难处，程

雪清面色凝重。

2021 年 5 月 26 日，福建的烈士后人朱

寿媚辗转联系程雪清，希望帮助确认他叔

叔朱家福烈士的身份信息。据朱寿媚介

绍，朱家福曾服役于志愿军 20 军 59 师 175

团，1950 年 11 月在抗美援朝战场壮烈牺

牲。朱家福的事迹在家乡家喻户晓，但因

缺乏证明材料，当地革命烈士英名录中并

没有朱家福烈士的名字。

了 解 情 况 后 ，程 雪 清 通 过 寻 亲 微 信

群，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团革

命烈士登记表》。经核实，表中“朱介福”

和“朱家福”信息基本一致。原来“介”和

“家”两个字在当地方言中，读音差不多，

导致记录发生了偏差。据此，当地有关部

门很快将朱家福烈士纳入新修订的烈士

英名录。朱寿媚在写给程雪清感谢信的

信封上，饱含深情地写下“恩人”两字。

还有一次，程雪清从福建省泉州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发来的求助信息中得知，在

全国独一无二的廿七君庙供奉的 27 位烈

士之一饶文全，在相关部门移交的资料

上，填写的是“江西省何登乡乔头村人”。

当时，程雪清查遍了江西所有地名，

也没找到“何登乡乔头村”。紧接着，他查

找与之同音或谐音的地名，最终在江西省

会昌县找到读音近似的地名“河墩乡桥塘

村委会”。

程雪清第一时间与会昌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取得联系，经多方核实，“何登乡”

就是现在的“河墩乡”。后来，在当地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的帮助下，他找到饶文全烈

士过继的后人饶龙福。

“爷爷，我们两代人找了您 50 多年，

今天终于如愿了。”寻亲成功后，51 岁的饶

龙福带着家人第一时间前往廿七君庙祭

拜爷爷饶文全。

“每一次寻亲都是一次精
神上的洗礼，参与其中，我才是
被照亮的那个人”

手机贴膜生意，是程雪清一家四口的

生活来源。

为烈士寻亲难免会影响生意，程雪清

的妻子忍不住埋怨：“一天到晚不着家，你

到底图啥？”

对此，程雪清耐心解释：“我既然走上

这条路，就应该坚持走下去，哪有半途而

废之理？如果我放弃了，不但对不住为国

捐躯的烈士，更对不住烈士的后人。”

慢慢地，程雪清的坚持，得到妻子的

理解和支持，他的 3 个侄子和即将大学毕

业的儿子也加入了他的“寻亲团”。

程雪清的善举，引来社会各界广泛支

持。一些公益团体和爱心组织主动提供

寻亲经费，被他一一谢绝。

“我为烈士寻亲不图名、不图利，就是

希望烈士的事迹代代相传，让世人永远不

要忘记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程雪

清 说 。 如 今 ，他 每 天 仍 坚 持 上 午 9 点 出

摊、晚上 9 点收摊，稍有空闲就打开微信

寻亲群，分享信息、梳理线索。

一次，程雪清通过手机视频，连线当

地电视台一档节目，借助媒体力量为东山

保 卫 战 中 8 名 湖 南 籍 烈 士 发 布 寻 亲 信

息。不到一周时间，先后有 4 名烈士亲属

通过节目组成功找到埋骨他乡的亲人。

受此启发，程雪清接下来联系“让爱

回家”公益寻亲网和全国各地党政机关、

退役军人事务局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等，发布为烈士寻亲信息，吸引越来越多

的志愿者加入其中。

在程雪清的影响带动下，退役军人蒋

善金、大学生盛英子、政府工作人员张燕

新、交通警察潘迪渊，还有肖伟彬、罗富珍

等志愿者，纷纷加入了他的“寻亲团”，接

力寻亲。

与此同时，程雪清也通过各种公益组

织，为更多烈士寻亲。前不久，他以志愿

者身份加入乐平市救援队，把相关烈士信

息发布在救援微信群，得到乐心公益事业

队员的积极响应。

一天，赣南救援队队长杨舒文收到 18

位赣州籍烈士信息，便立即组织人员帮助

寻找，大家历时两个多月，成功为这些烈

士找到亲人。

如今，程雪清与全国爱心家园寻亲联

盟、陕西曙光救援队、江西宝贝回家组织、

峨眉飞豹救援队等寻亲组织密切合作，努

力为更多的烈士寻找“回家的路”。

有人称程雪清就像自我燃烧的火种，

不仅照亮烈士“回家的路”，还让更多的志

愿者集聚到一起，投入这项公益事业。对

此，程雪清深情地说：“每一次寻亲都是一

次精神上的洗礼，参与其中，我才是被照

亮的那个人。”

江西省乐平市黄万生烈士侄孙

黄兆美：经 过 几 十 年 的 艰 难 寻 找 ，

2021 年 10 月，在程雪清等热心人士

的帮助下，终于在都昌大港镇革命烈

士教育基地，找到了我的祖父黄万生

（田英）的安息地，了却家族两代人的

心愿。

安徽省五河县王徽鼎烈士弟弟

王徽利：当程雪清给我们打来电话，

告知哥哥安葬在福建省东山战斗烈

士陵园时，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因为，这些年，我们找得太辛苦

了。感谢好人程雪清，圆了我们一家

三代 68年的寻亲梦。

江苏省沭阳县王兴浩烈士弟弟

王兴志：多年来,我一直有个心愿：希

望能找到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的二

哥王兴浩。前不久，程雪清通过志愿

者发在网上的信息，确定二哥墓地。

在同程雪清的视频电话里，我代表全

家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他与志

愿者们的辛苦付出！

四川省仁寿县秦凯烈士外孙代

志建：我一直以为，外公秦凯牺牲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并埋葬在异国他

乡。2022年 5月 23日，通过程雪清核

实的烈士信息，才知道我外公葬在福

建省东山战斗烈士陵园。虽然因各

种原因，家人没能到福建祭扫，但在

程雪清的帮助下，我们通过“云祭扫”

的方式寄托了哀思。

江西省乐平市叶训美烈士之子

叶小平：在我还未出生时，父亲就牺

牲了，父子没见过面，是我一生最大

的遗憾。这些年，母亲一直在寻找

父亲的安息之地。后来，在程雪清

的热情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父亲的

墓地。母亲也终于在有生之年等到

父亲“回家”。

浙江省淳安县方朝峩烈士侄子

方钦平：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

二伯方朝峩的烈士身份一直没有得到

确认。我们一家人走访了很多地方，

可都没能找到相关证明材料。后来，

在程雪清的帮助下，我们在福建省东

山战斗烈士陵园找到二伯的墓地，并

还原了他的战斗历程。

烈士后人的心声

照亮烈士“回家的路”
■李角和 杨仁帮 本报记者 郭冬明

图①：程雪清在乐平市档案馆查找烈士

资料。 柴有江摄

图②：程雪清在田英烈士故居学习英雄

事迹。 朱定文摄

图③：叶训美烈士的家人珍藏的革命

军人家属证明书。 程雪清提供

图④：程雪清会同军地人员核对烈士信

息。 杨逸之摄

图⑤：叶训美烈士获得的立功奖状。

程雪清提供

图⑥：程雪清前往乐平档案馆查阅相关

资料。 程雪清提供

图⑦：乐平市登高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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