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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先接一下电话。”

9 月 7 日，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讲解接待科科长王春婕在忙碌中

见缝插针地接受采访。

3 日上午，随着第八批 109 位在韩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在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已有 825 位在韩志

愿军烈士归国安息。这些志愿军烈士

大多是无名英雄，确认他们的身份是烈

属、老兵和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此次

安葬仪式结束后，带着相关资料来访的

群众比平时多出好几倍，从全国各地打

来的电话也非常多，还有很多烈士家属

来信来函咨询。面对每一次问询，王春

婕和同事都通过电脑查询信息、到英名

墙逐一核对，尽快予以回复。

“对我们来说，电话沟通只需要几

分钟，但对烈士家属而言，可能是他们

多年寻找后仅存的希望。”从 2014 年迎

回首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至今，王春婕已经连续 8 年参加烈士遗

骸迎回安葬工作。“英名墙上刻满了烈

士的名字，他们是父亲、儿子、兄长，每

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忠魂，更有许多

沉甸甸的思念。作为烈士的守护者，我

们要在工作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每

一缕思念都能安放。”

残破的水壶、被子弹打穿的钢盔、

破损的鞋底、半只搪瓷碗……陵园烈士

纪念馆里，展示着 387 件志愿军烈士遗

物，见证着烈士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

英勇与悲壮。其中不少遗物都是这些

年陵园先后派人到全国各地烈士的家

乡征集来的。

去 年 8 月 27 日 ，根 据 征 集 工 作 需

要，王春婕和同事又一次出发，前往西

安、成都、上海等地。在西安，他们拜访

了志愿军烈士康致中的儿子康明。70

多岁的康明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到朝

鲜为安葬在那里的父亲祭扫，但由于种

种原因未能成行。去年是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康明专

门制作了怀念父亲的纪念章，在纪念章

背后刻下父亲的事迹，以表达对父亲深

深的思念。后来，他将这枚纪念章捐给

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王春婕和同事还拜访了志愿军老

兵牛经堂，当年他和战友在朝鲜战场安

葬了康致中等烈士。牛经堂和妻子都

是志愿军老兵，两位老人一见到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来的同志，非常激动，迫不

及待地给他们展示自己荣获的奖章以

及 在 战 场 上 用 过 的 水 缸 。 牛 经 堂 说 ：

“每名志愿军都有一个这样的水缸，如

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在成都，王春婕见到了王波烈士的

儿子王援朝。王援朝把父亲的所有遗

物都捐赠给陵园。王波烈士的遗物中

有一个笔记本，他在笔记本中写下这样

一段话：“没有别的。为全人类的解放、

永久的幸福生活，将我的全部精力，甚

至生命供（贡）献全人类，以求实现伟大

的理想。”

看到这段话的那一刻，王春婕的内

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对于自己

从事的工作，她有了更深的认知。

王春婕在陵园工作了 17 年，熟悉这

里的一草一木。她发现，陵园里有不少

烈士没有亲人来祭扫过。

怎 样 帮 这 些 烈 士 找 到 亲 人 ？ 从

2008 年开始，陵园和当地媒体联合发起

“期待重逢·寻找烈士亲人”活动，许多

烈士亲属陆续与陵园取得联系，从全国

各地来到这里祭扫。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 7 师 21

团 1 营 3 连排长的王守正，在朝鲜淤木

里壮烈牺牲。他的女儿、61 岁的王先

侠 来 陵 园 祭 拜 父 亲 时 ，王 春 婕 全 程 陪

同。王先侠在父亲的墓碑前长跪不起，

痛哭不已：“爸爸，我找了你整整 57 年，

经常在梦里和你见面。今天，我给你磕

57 个头。我想告诉你，这些年，我有多

想你……”

王先侠哭着在父亲墓碑前磕了 57

个头。王春婕站在她的身后，同样泣不

成声。

一个烈士的名字，就犹如一根红丝

线，一头牵着祖国，一头连着家人。“期

待重逢·寻找烈士亲人”活动持续了多

年，先后帮 53 位烈士找到亲人。

自 2014 年起，王春婕和她的同事们

还承担起一项重要任务，对归国烈士遗

骸附随的遗物进行整理和登记造册。

“量尺寸、拍照、登记，工作量很大，

但我和同事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进行这

项工作。”王春婕说，当红色的印泥重新

覆盖印章上烈士的姓名，“英烈们的生

命仿佛又鲜活起来。”

通过整理遗物，王春婕和同事希望

尽量还原遗物主人的经历和习惯。通

过棺椁中的一支钢笔，他们推测烈士生

前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判定

烈士身份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对遗

物中鞋底形状、磨损程度的分析，他们

借此推断战场的惨烈程度及烈士英勇

战斗等情况。

在这些烈士遗物中，有关部门以刻

有个人名字的印章为线索，通过查找档

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 DNA 检测等方

式，最终确认了数位烈士的身份。

前 不 久 ，吴 玉 成 在 陵 园 的 英 名 墙

上，找到了伯父吴雄奎的名字。吴雄奎

烈 士 牺 牲 时 年 仅 22 岁 ，他 的 遗 骸 于

2020 年从韩国迎回，通过退役军人事务

部组织的 DNA 信息比对找到了他的弟

弟吴奎俤。已经 81 岁的吴奎俤因为身

体原因未能前来，特意让儿子吴玉成代

替他来看望哥哥。

安葬仪式结束后，吴玉成提着一袋

产自老家福建闽侯的橄榄祭拜伯父，那

是父亲专门叮嘱他带来的。“父亲说哥

哥 70 多年没尝过家乡的味道了，一定要

带给他尝一尝。”吴玉成说。

“目前，我们已对前七批遗骸附随

的 数 千 件 遗 物 一 一 登 记 造 册 ，建 立 了

电子档案。”王春婕介绍，下一步他们

将细致有序地对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物逐一进行甄别、整理、

登 记 造 册 ，并 录 入 文 物 管 理 系 统 进 行

数字化保存。

连日来，王春婕仍会接到很多从全

国各地打来的电话，请他们帮忙寻找烈

士的下落。许多把沈阳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当作寻亲最后希望的烈士家属，在

这里圆了梦。那些萦绕他们心头大半

辈子的思念之情，终于在刻满烈士名字

的英名墙前，找到安放之所。

“国家在行动，我们在努力，为烈士

寻找亲人的行动不会停止！”王春婕的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图①：9月 3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礼兵护送志愿军

烈士遗骸棺椁进入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安葬地宫。 新华社发

图②：烈士家属来陵园祭扫烈士

时，特意带来家乡的黄土和特产。

新华社发

图③：王春婕（右一）和同事细心整

理志愿军烈士遗物。 受访者供图

从2014年迎回首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讲解接待科

科长王春婕连续8年参加烈士遗骸迎回安葬工作—

“让每一缕思念都能安放”
■赵 雷 张晓玥 冯名虎

初秋时节，山东省济南市关爱退

役军人基金会工作人员分赴济南市

120 名困难退役军人家中走访慰问，

了解前段时间针对他们的急难愁盼问

题开展帮扶工作的落实情况。在天桥

区退役军人张玉清家中，他们收到了

老人亲笔写下的书法作品“情系老兵，

温暖人心”。因为该基金会的热心捐

助，张玉清在一次白内障手术后重见

光明。

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济南近年

来 多 措 并 举 ，充 分 调 动 社 会 力 量 为

退役军人提供多样化服务。2020 年

4 月，山东省首家以退役军人为服务

主体的公益慈善组织——济南市关

爱 退 役 军 人 基 金 会 成 立 ，积 极 探 索

做 好 退 役 军 人 多 元 化 、个 性 化 帮 扶

援助工作。

成立伊始，该基金会首先把关爱

的目光聚焦在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农

村籍退役军人身上。他们年纪较大，

许多人身体多病，家庭条件困难，需要

更多的关怀。

2021 年 1 月，该基金会联合济南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发起“老兵御

寒计划”，为济阳区、天桥区、历城区等

地 100 多名 65 岁以上生活困难的退役

军人送去“老兵御寒包”。一件件棉

衣、一双双棉袜、一套套棉被、一个个

暖水袋，既温暖了老兵的身体，也温暖

了他们的心。工作人员在走访过程

中，还及时了解老兵的所想所盼，想方

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

平阴县 89 岁老兵李玉勤，参加抗

美援朝时腿部受伤，随着年龄增长行

动愈加不便，基金会工作人员前来慰

问时，他热情地拄着拐杖相迎。时隔

不久，基金会工作人员再次上门，为

他送去一辆崭新的电动轮椅。老人

坐上轮椅体验一番后，就把拐杖放到

一边，高兴地说：“这真是鸟枪换炮，

得劲儿！”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捐赠都“来

得及”。南山区 92 岁老兵高清祥老两

口平时喜欢看电视，但家中电视已经

用了几十年。走访人员了解情况后

准备送去一台新电视时，却得知高清

祥因病去世的消息。为此，他们很是

内疚。

“老兵为保家卫国奉献了美好年

华，现在他们进入暮年，我们一定要抓

紧时间，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该基

金会发起人周春卫表示，许多老兵饱

经战火或曾服役于艰苦环境，身体受

到影响，晚年生活不易，关爱老兵等不

及也拖不得。

为了关爱困难退役军人的身体健

康，该基金会依托社区退役军人服务

站，开展“泉城老兵爱眼光明行”活动，

先后资助近百名罹患白内障的老兵实

施手术，为 2700 多名退役军人和家属

进行了眼健康筛查。

随着这项活动的深入开展，该基

金会又将关注焦点投向听障老兵。自

2021 年 3 月以来，按照济南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的统一部署，该基金会与中

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和北京一家公

益基金会合作，组织开展“泉城老兵听

力关爱行”活动，目前已为 224 名老兵

赠送了助听器。

90 岁高龄的李祖营是一名老八

路，身上有 10 多处伤疤，听力也在抗

美援朝战场上因伤受损。随着年龄增

长，他的听力越来越差，佩戴了该基金

会赠送的助听器后，老人又能听到清

晰的声音，笑得合不拢嘴。

“老兵的心愿，就是我们努力的

目标。”该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张国俊

表示，基金会的志愿者团队常年在一

线走访慰问，哪里的老兵有需要就去

哪 里 ，就 是 想 把 好 事 办 到 老 兵 心 坎

上。在“泉城老兵爱眼光明行”和“泉

城老兵听力关爱行”取得良好社会效

果的基础上，该基金会为困难退役军

人提供免费口腔疾病诊治的活动也

即将启动。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退

役军人在社会的关心关爱中感受到

温暖和尊崇。

下图：济南市关爱退役军人基金

会工作人员走访慰问长清区农村籍退

役军人。 韩 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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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一线传真

近日，南疆军区某团组织退役老兵来到该团共建单位巴拉玛斯村，与帮

扶的村民深情告别。 刘 程摄

告别军营 留下真情

8月 30日，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的 3位退役老兵，特意来

到南京市鼓楼区市民广场献血点，以无偿献血的方式向军营告别、向“第二故

乡”告别。 倪 超摄

9 月 2 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专机护送接

回祖国。英雄在祖国大地安息，牵动

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也勾起两位抗美

援 朝 老 兵 吴 非 远 和 张 启 田 的 难 忘 记

忆。这一天，两位老战友在时隔 69 年

后“重逢”。

“老首长，你好！”屏幕那头，91 岁

老兵张启田坐在医院病床上，慢慢抬

起颤抖的右手敬了一个军礼，泪水淌

满脸颊。

“你好啊，老战友！”屏幕这头，江苏

南京的 95 岁老兵吴非远特意穿上一身

笔挺的老军装。望着屏幕里老战友苍

老的面容，他眼角湿润，还了一个标准

的军礼。

前不久，家住山东枣庄的张启田在

网上看到吴非远讲述参加抗美援朝经

历的一段视频，经过多方联系，终于找

到这位老战友，于是有了这次“重逢”。

两位老战友自从 1952 年在抗美援

朝战场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你还记

得沈灿吗？他是咱们营的教导员，当年

在战场上教了我很多东西，离开部队

后，我找了他好多次都没有找到。”张启

田操着一口山东方言问道。

“沈灿我记得！是我们浙江余姚

人。他去世了，不在了。”吴非远回答。

两位老人都有些耳背，交流需要通

过旁人的“翻译”，但依然聊得不亦乐

乎。只是在聊到长津湖战役时，他俩不

约而同地放慢了语速。

1950 年 11 月，志愿军第九兵团 20

军进入朝鲜。吴非远时任 20 军 60 师

179 团 1 营副教导员，张启田是营部通

信班的一名战士。11 月 27 日，长津湖

战役拉开序幕，179 团担负截击“联合

国军”一支特遣队的任务。看到敌人的

坦克、汽车沿着公路浩浩荡荡开过来，

吴非远指挥部队迂回进攻，通信员张启

田冒着枪林弹雨来回穿插，第一时间把

营部命令报告给指挥员。这场战斗持

续了整整一天一夜，最终俘虏敌军近

500 人，击毁缴获坦克、装甲车等 74 辆，

各类火炮 20 余门。

“很多战友都在这场战斗中牺牲

了，胜利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党中央

多次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运

送回国，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啊。

我们只是战争的幸存者，那些成千上万

英勇牺牲的烈士才是真正的英雄！”吴

非远感慨道。

“是啊，当年在朝鲜战场真的很艰

难 ，看 着 战 友 们 一 个 个 离 开 ，我 很 心

痛。今天能和老首长见一面，也是了却

了我的一桩心愿。”张启田哽咽地说，

“老首长，你要多保重身体！”

“老战友，你也要多保重。我们都

要好好活着，替牺牲战友多看看盛世中

国。”两位老兵对着屏幕，再次庄严地互

敬军礼。他们饱含热泪凝视对方，敬礼

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

两位抗美援朝老兵时隔 69 年“云重逢”

“替牺牲战友多看看盛世中国”
■李弘非 何 繁

①①

③③②②

小时候，我经常听家人提起远在吉

林的三舅，讲起他的传奇经历。

那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家住

安徽凤阳的三舅和老舅去县城办事，在

街上看到抗美援朝的征兵标语，三舅二

话没说就去报名，不久便登上北上的火

车。他临走时从车窗扔给老舅一双旧布

鞋，对他说：“跟我爸讲，我去朝鲜打美国

鬼子了！”就这样，三舅没跟父母告别，就

随部队开赴朝鲜。那年他才 19岁。

因为战事紧张，三舅很少给家里来

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三舅随部队暂

时留在东北。他每次回老家探亲，都会被

亲友团团围住，让他讲讲在朝鲜的战斗故

事。“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个俯冲下来，子弹

像冰雹一样砸过来，连长冲上来把我们几

个新兵按倒，他自己的大腿却被子弹射

穿，血汩汩往外冒，不一会儿棉裤就湿透

了……炮弹就像一个柳条编的笆斗，落在

地上就轰开房子那么大的坑……”众人听

得手心直出汗，却都不愿走开，隔一会儿

又让三舅接着讲。有人悄悄问他：“你当

时怕不怕？”“飞机大炮谁不怕？但再怕也

得跟美国鬼子干，不赶走他们家门口就别

想清静！”

三舅回到东北后，领导找他谈话，

他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后来复员去了

吉林铁路分局机务段，在陌生的城市安

家落户。即使是上世纪 60 年代生活最

困难的时候，他也从未向国家伸手，和

舅妈拉扯 4 个孩子咬牙挺了过来。去

年，三舅因病去世，表哥说三舅住院时

一直托人查找抗美援朝的资料，反复观

看抗美援朝的老电影。或许，为祖国和

人民上过战场的老兵，都会在生命即将

走到尽头时，重温人生最深刻的记忆。

因为那里有他的战友、他的青春、他的

使命……

老兵三舅
■徐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