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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夕，泉城济南，一连数日阴
雨连绵，似乎在向 70年前为解放济南而
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致哀。
“爹，没找到您的确切墓地，是我一

生的遗憾。但您安息在英雄山上、毛主席
亲笔题写塔名的纪念塔下，全家人都为
您感到骄傲和自豪……”

泪在雨中飞。9月 19日，来自山东荣
成的 74岁老人田瑞敏老泪纵横，在济南
革命烈士陵园的纪念塔下长跪不起。

得知在纪念济南解放 70周年之际，
当地各界再次掀起为烈属寻亲的热潮，
田瑞敏抱着希望来到济南革命烈士陵
园。在工作人员王军利的帮助下，田瑞敏
终于找到父亲的“音讯”：田福太，华东野
战军 9纵 26师 76团 2营副连长，1948年
9月在济南战役中牺牲……

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

父母双亲？帮烈士找到家，圆

亲人一个梦，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抷热土一抷魂。
70年前的中秋节前夜，解放济南的

战役打响。经过 8天 8夜浴血奋战，战斗
胜利了，人民解放军 5000多名将士血洒
战场。

巍巍英雄山，郁郁翠柏松。济南革命
烈士陵园所在地原本称作四里山，安葬
的大都是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烈士。
1952 年 10 月 27 日，毛主席在山东军区
司令员许世友陪同下，来到四里山悼念
革命烈士。看到众多烈士安葬在此，毛主
席感慨地说，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啊！有
这么多英烈长眠在这里，四里山就成英
雄山了。于是，这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英雄山。后来，毛主席还为英雄山革
命烈士纪念塔亲笔题写了塔名。

革命战争年代，战事匆忙，许多烈士
都是就地掩埋，捧土为墓，削木为碑，加
之数十载风雨侵蚀，烈士的基本信息保
存极不完整，很多烈属不知道自己的亲
人是怎么牺牲的、埋葬在哪里。

1998年，济南解放 50周年。一天，来
自山东沂水县的魏光玲夫妇走进济南革
命烈士陵园，请求帮助查找在济南战役
中牺牲的叔叔魏相近的墓地。他们动情
的诉说催人泪下，让时光倒流。

济南解放两年后，沂水县石梁店子

村阎大妈才知道小儿子魏相近已经光荣
牺牲。阎大妈生前一直催着大儿子魏相
尊寻找弟弟的墓地，但魏相尊一次次失
望而归。为了安慰母亲，他谎称找到了弟
弟的坟墓，母亲信以为真。母亲去世后，
魏相尊总觉得对不起母亲，年事渐高的
他便把寻亲的任务交给了女儿魏光玲。

烈士陵园工作人员田淑群经过认真
查找，终于在已经发黄的原始烈士登记
表中，找到魏相近烈士的详细信息，并在
历城革命烈士陵园找到了烈士墓地，圆
了烈士亲人半个多世纪的心愿。

为便于帮烈属寻亲，济南革命烈士
陵园工作人员对本地区所有烈士陵园、
烈士散葬地进行了全面普查，绘制了名
录和示意图。他们还与《大众日报》《齐鲁
晚报》等联动开通“寻亲热线”，公布了
“网上寻亲”网址，在全市掀起帮助烈属
寻亲的热潮。

烈士陵园主任孙晓峰动情地说：“谁
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父母双亲？帮烈士
找到家，圆亲人一个梦，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提起孙景隆烈士，如今在济南可谓
家喻户晓，因为他是济南战役中第一个
把红旗插上城头的人。遗憾的是，由于烈
士入伍前的名字是“孙景龙”，墓碑上刻
的却是“孙景隆”，一字之差让孙家几代
人苦苦寻找数十年。烈士陵园工作人员
进行反复核对，除名字存在一字之差外，
烈属提供的信息与档案记载全部吻合，
因此认定了烈士的身份。至此，烈士的英
雄事迹被披露了出来。

据孙景隆当时的指导员彭超回忆：
当年,爆破组组长孙景隆冒着敌人的炮
火将红旗插上城头后，身负重伤，摔下城
墙。彭超把他抱在怀里，孙景隆掏出一个
被鲜血染红、裹着 18张北海银行钞票的
纸包交给彭超说：“这是我的全部财产，

把它作为党费交给党。”18张纸币是孙
景隆入伍 18个月的津贴，他分文未动。
如今，这些血染的纸币静静地陈列在济
南战役纪念馆里。

圆了几十年的思念，了却

了几代人的心愿。找到亲人，

烈属可以安心了，英灵也可以

安息了

“母亲临终前对我说：你要是找不到
你哥，九泉之下咱娘俩也没脸见面！”说到
这里，王兆钧烈士的妹妹王春英已泣不成
声，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也泪流满面。

王兆钧烈士在济南战役牺牲后，老
母亲想儿子想得整日痴癫，见到穿军装
的就往家里拉，临终前还喃喃喊着：兆钧
儿啊，你在哪里？

陵园工作人员翻遍了厚厚的 26 大
卷《山东革命烈士英名录》，终于找到了
王兆钧烈士的信息：华东野战军 9纵队
27师 81团突击排排长，曾荣立二等功，
牺牲于济南战役的茂岭山战斗中，但其
牺牲经过、安葬地点等情况不详。

他们接着翻阅战地资料，仍然没有
找到结果。根据济南战役决心图、经过图
找到了战场旧址，在附近的村里挨个寻
找知情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参加过
茂岭山战斗的老战士。老人回忆道，在战
斗中，一颗子弹打穿了王兆钧的右大腿，
担架队要抬他下去，他坚决不肯，让他们
去抬伤势更重的战友。后来，一枚炮弹落
在他附近，炸伤了他的腹部，肠子当即流
了出来，这位年仅 19岁的排长一手捂着
肚子，一手继续向敌人射击，最终壮烈牺
牲。战友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离茂岭山

不远的芷当山下。后来，政府把这些散埋
的烈士墓集中迁到历城革命烈士陵园。

60多年后，王春英终于找到了日思
夜念的哥哥。

数年前的一个清明节，济南战役王
云竹烈士的妹妹王云萍，手捧亲手扎制
的花环，来到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祭拜寻
找多年的亲人，一声声哭喊感人肺腑。

原来，王云竹年仅 14岁便参加了八
路军。离家时，母亲叮嘱，子弹不长眼，要
保护好自己。可王云竹说，要革命就不能
怕死，不往前冲怎么能打败敌人！
“从那以后，哥哥再也没有回过家，

后来听说牺牲在济南战役中。俺爹俺娘
知道后，天天抹泪。解放后，俺家最怕的
就是过年过节，别人家都喜气洋洋，俺家
却哭声一片。俺爹俺娘临终前说，他们是
找不到你二哥的墓地了，你一定要接着
找下去。找到后别忘了到祖坟上取把土
撒到你二哥坟头上，就算我们团聚了！”
王云萍泣不成声地诉说着。
“感谢济南市民政局！感谢济南革命

烈士陵园！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哥哥！”
王云萍接过烈士陵园领导颁发给她的烈
士进谒证，不停地道谢。

李景洲烈士之子李义乙的寻亲之路
充满了坎坷和艰辛。李义乙 8个月大时，
父亲离家当兵去了，从此杳无音信，乡亲
们都怀疑他跑到台湾去了。文革期间，李
景洲烈士的妻子被当作“特嫌分子”，受
尽屈辱，但这位农村妇女一直坚信自己
的丈夫是清白的。

带着母亲的嘱托，18岁的李义乙踏
上了寻父路。他先后去过东北、新疆等
地，边打工边寻找父亲，困难时一天只吃
两毛钱的白水煮面条。父亲没找着，自己
却吃苦受累人变得又黑又瘦。

一年春节前，李义乙从报纸上看到济
南革命烈士陵园为烈属寻亲的报道，立即

赶到济南。陵园工作人员得知他提供的信
息后，加班加点帮他查找资料，最终确认
李景洲就安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

国家还烈士以公正。李义乙拿到了
父亲迟到的烈士证，政府还给他补发了
抚恤金，并为他的两个孩子安置了工作。

泉城涌动寻亲热，泪水感

动众人心。安享盛世太平的人

们，永远不能忘记为国捐躯的

先烈们

“烈士们为了革命事业，连生命都献
了出来，我们这些过着和平幸福生活的
人，为他们的亲属做一点事，再苦再累也
是应该的！”烈士陵园一位工作人员，道
出了济南各界群众的共同心声。

寻找最亲密的战友、战斗英雄刘洪
斌烈士墓地及其亲人是老战士兰培琮一
生的夙愿。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刘洪斌不幸牺
牲，年仅 25岁。兰培琮和战友们含着热
泪，将刘洪斌烈士的遗体擦洗干净，用刚
缴获的 3床美军军毯包裹好，送到师野
战医院，运回国内安葬。

光阴荏苒，兰培琮离休了，对战友刘
洪斌烈士的思念之情涌上心头。烈士长
眠何处？遗孤身在何方？他以前多方打
听，请在吉林工作的叔伯兄弟在东北寻
找，找到当年在军、师两级医院工作过的
战友询问情况，都一无所获。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开通寻亲热线
后，兰培琮再次来到这里查阅档案，研读
史料，终于查到了烈士的家乡信息：刘洪
斌，山东省牟平县岿山区草埠村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军地多个单位

的帮助下，兰培琮几经周折，先后找到了
刘洪斌烈士的遗孀倪广学、儿子刘启山，
以及烈士位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
墓地。

原来，刘洪斌是抗美援朝“十大烈
士”之一，与黄继光、邱少云等烈士安葬
在一起。

直到这时，烈士家乡牟平才知道，刘
洪斌是一位驰骋战场、战功卓著的“华东
一级人民英雄”，共参战 18次，俘敌 470
余名，先后 11次荣立战功。因为他同样
是一位侦察英雄，所以被誉为牟平“第二
个杨子荣”。

泉城涌动寻亲热，泪水感动众人心。
在济南，像兰培琮这样执着地帮助烈属
寻亲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当中，有老战
士，有退休教师，有机关干部，还有普通
农民。

承君一诺，必守终生。“全国诚实守
信道德模范”、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神
武村村民刘延宝一家四代 70年如一日
守护烈士墓的义举，被人们广为传诵。

在刘延宝守护的 7座烈士墓中，只
有张忠孝烈士有名有姓，却从未见到亲
人前来祭奠。刘延宝有个心愿：一定要帮
烈士找到亲人。

一天，济南第五中学退休教师刘爱敏
被《老干部之家》杂志上一篇讲述刘延宝
事迹的文章深深感动，萌发了为张忠孝烈
士寻找亲人的想法。他一连给烈士家乡写
了5封信，但都因查无此人被退回。

刘爱敏并不死心，他又向浙江省民
政厅寄了信。事情出现转机，浙江省民政
厅接到刘爱敏的信后，在《浙江日报》连
续 4天刊发《山东老人寻找浙籍烈士亲
人》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不小轰动。担
负调查任务的《浙江日报》记者汪成明，
根据烈士留下的家乡地址“仙平县一五
乡下张村”，找到了与之基本吻合的原仙
居县卅五乡下张村。但乡亲们说，张忠孝
是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抓走的，谁也不
知道张忠孝后来成了一名“解放战士”，
并在济南战役中英勇牺牲。在鲁、浙两地
有关部门帮助下，张忠孝烈士的堂弟张
方明携妻子张云仙多次前来济南祭奠烈
士，刘延宝也了却了一桩心愿。
“尊敬英雄、崇尚英雄，是一个民族

的精神高地，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道
德底线。”济南警备区政委李怀林说，“为
烈属寻亲，是对死者最好的缅怀，也是对
生者最好的洗礼，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
动课堂。”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
会在黑暗中迷失。”一直致力于济南市英
烈史料的研究、编纂、宣传和保护工作的
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刘春明告诉
记者，如果任由那些保存着烈士遗骨的
墓群消失，那么接下来湮灭的，就有可能
是为国捐躯的精神。为烈属寻亲的活动，
成功地让红色基因融入更多年轻人的血
脉，意义深远。

采访快结束时，退休教师刘爱敏送给
记者一首他为纪念济南解放70周年而作
的小诗《登会仙阁》：“劫后余生七十秋，往
事回眸旧地游。峰巅兵戈灰飞灭，故垒化作
会仙楼。游客但惜亭榭爽，谁人尚记硝烟
稠？英雄忠骨眠岭下，烈士丰碑矗心头。”

安息吧，为国捐躯的先烈们！亲人不
会忘记你们，祖国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不
会忘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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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壮怀激烈，战死沙场；我，泪眼蒙眬，年年守望。数十年生死两茫茫，英烈何时才能魂归故里？济南市社会各

界持续开展“帮烈属寻亲”活动—

为了烈士亲属的日夜思念
■本报记者 于春光 安普忠 通讯员 李京进

为抗日战争烈士寻亲，为解放战争

烈士寻亲，为志愿军烈士寻亲……在我

国第5个烈士纪念日前夕，一些地方和

媒体发起了新一轮为英烈寻找亲属的行

动。对此，济南市党史专家刘春明评论

说，这些活动的意义早已超出助人为乐

的范畴，它不仅是对烈士的最好告慰、

对烈属的极大抚慰，更是把老一辈的红

色回忆变成年轻人记忆的生动实践。

为烈士寻亲活动，为抢救、传承

红色记忆找到了一个个富有感染力的

“记忆场所”。烈士亲属奔走呼号，有

关单位多方查证，业内专家参与战史

的考证，众多媒体向社会广而告之，

将为烈士寻亲的过程，变成了传承红

色记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过程。

一个个个体记忆，由此变成了集体记

忆；文献上的沉睡记忆，变成了入心

入脑的脑海记忆；正在模糊的记忆，

变成了有生动细节的呼之欲出的鲜活

记忆；老一辈亲历者的红色回忆，变

成了年轻一代的记忆。

如果把新中国的红色记忆比作气势

磅礴的乐章，一位位英烈的故事和人

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个或慷慨激昂或低

沉凝重的音符。红色记忆的传承能否入

心入脑，其源头和根基在于个体红色记

忆的深度和感染力。从英烈事迹的发

现，到敬仰先烈，再到见诸行动，这是

传承红色记忆的必然逻辑链条。如果连

英烈的事迹都模糊不清，鲜见能打动心

灵的鲜活场景和生动细节，红色记忆的

传承就会成为虚无缥缈的奢望。

近年来，社会上不时涌动丑化英

烈、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

的逆流，令人忧心。有人公然宣称大

渡河的铁索桥上，红军战士不可能躲

过敌人机枪的扫射而通过；董存瑞舍

身炸碉堡是被迫的；邱少云在烈火烧

身的境况下不可能一动不动……我们

在旗帜鲜明地反击这种挖红色历史长

城“砖头”行径的时候，必须重视还

原、呈现关于英烈个人的令人信服的

红色记忆。唯有如此，才能编织成绵

密的新中国的红色集体记忆，为红色

基因传承提供坚实基础。

中国有句古话：“灭人之国，先灭其

史。”你的记忆决定了你的爱恨情仇。红

色记忆是我党我军的精神图谱，英雄先

烈则是图谱中的坐标。历史证明，社会

道德的沦丧和价值信仰的崩塌，往往先

从歪曲本民族历史和贬低丑化英雄开

始。要想打败一支军队，首先要摧垮这

支军队的精神和意志；要想搞垮一个国

家和民族，首先要割断这个国家的红色

记忆和这个民族的精神传承。而红色记

忆的解构，总是从个体开始的。由此观

之，红色记忆、尤其是对先烈个体的红

色记忆，其抢救、唤醒、以至传承，事

关重大、不可漠视。

抢救红色记忆时不我待,捍卫红色

记忆刻不容缓。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

一些烈士的后代对先人事迹愈加知之不

详，革命战争亲历者正在离我们而去，

众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日益湮灭，时间每

时每刻都在稀释、溶解悠远的红色记

忆。为此，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携

手行动，让更多的像为烈士寻亲一样的

平台出现在公众视野，来承载和传递我

们的红色记忆，在年轻一代脑海中持续

打下红色记忆的烙印。

永续传承我们的红色记忆
——写在第5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

■于春光

锐视点

烈士纪念日特别报道①

刚刚过去的 9月 24日，是济
南战役胜利 70周年纪念日。在
这场战役中，5000多名将士血洒
战场，永远地留在了泉城这片热
土上。哲人有言：人类最震撼的
秉性，在于为他人而工作，为后
代而牺牲。革命战争年代，对于
今天的人们已经变得遥远而陌
生，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把那个
缔造英雄的年代推向了岁月的
深处。但是，我们的记忆不能因
为久沐和平的阳光而模糊，我们
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些为了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而英勇献身的
英烈们。

—题 记

每临国庆，烈属们倍加思念为国捐躯的亲人。图为刘明福烈士的家人在老战士的陪同下前往刚找到的墓地祭奠。 李京进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