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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双拥影像

张德东是辽宁省爱国拥军模范，今

年 73 岁。退休前，他曾任黑山县大虎山

镇文化站站长，兼任县党史资料征集员。

从退休至今，16 年间，张德东相继

找到 160 具散葬烈士遗骸。

这一切都源于 55 年前的一次调查

走访。

1967 年，18 岁的张德东刚到黑山县

大虎山乡政府担任通信员，乡领导便派

他深入各村，调查搜集有关黑山阻击战

的党史文献资料。

黑 山 阻 击 战 ，发 生 在 辽 沈 战 役 期

间。1948 年 10 月，东北野战军第 10 纵

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建立防线，阻击并

拖延了国民党第 9 兵团向营口撤退。此

战，我军伤亡 4100 余人。

55 年前调查走访的时候，参战的黑

山籍老兵和支前模范大都健在。从他们

口中，张德东得知有成百上千的英烈散

葬在黑山县及周边各县的这片热土。

在小山村潘家岭，张德东得知，当年

189 名官兵饿着肚子激战一昼夜，全部

壮烈牺牲。乡亲们把自己稍好一点的衣

服脱下来，挨个儿给烈士们换上。那时

全村只有 8 户人家，家家把仅剩的一点

米拿出来，做了 189 碗高粱米饭，端到烈

士墓前。

与潘家岭相隔 9.8 公里的么家屯，当

年只有 16 户人家，480 名官兵牺牲在那

里。年纪大的村民告诉张德东，那一年

春节，乡亲们东拼西凑，买了一牛车黄

纸，包了 16 大盆酸菜素馅饺子，送到烈

士墓前。

短短 3 个月，搜集党史资料的任务

结束了。听说张德东要回乡里，不少参

战老兵、支前模范赶来相送，紧紧抓住他

的手，千叮咛万嘱咐：“有机会一定再来，

还有不少故事没讲完呢！”

“乡亲们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一

辈子也忘不了！”张德东说，就是从那时

起，他萌生了寻找散葬烈士、帮助他们

“归队”的念头。

一次调查走访，让他与寻

访黑山阻击战战场遗址遗迹、

寻找烈士遗骸——

结 缘

难忘五十五年前那
一双双渴望的眼睛

清明时节，慎终追远。
3 月 30 日，辽宁省黑山县小东

镇烈士陵园一座新的烈士墓地正式
落成。9天后，由张德东带领群众寻
找到的 30具烈士遗骸，将迁入这里
安葬。

在张德东看来，这是散葬烈士的

又一次“归队”。从 2006年退休至今
的 16年间，他怀揣一张黑山县地图，
走遍全县278个行政村的942个自然
屯，爬上 207 座山头，走进黑山阻击
战 308 处战场遗址遗迹，相继找到
160具散葬烈士遗骸，全部迁葬当地
烈士陵园，帮他们一一“归队”。

2007 年 3 月张德东老伴去世后，儿

女 多 次 要 接 他 到 上 海 颐 养 天 年 ，他 都

没 答 应 。 他 要 留 在 黑 山 ，继 续 寻 找 散

葬烈士。

张德东兼任黑山县党史资料征集员

期间，记录了上万人有关黑山阻击战的

口述党史文献资料，并完成 50 多万字的

《黑山阻击战》党史文献。

每年清明、“七一”、建军节等重要节

日，分布在辽宁省 10 个县 14 个安葬黑山

阻击战烈士的陵园，争相邀请张德东前

去讲解。黑山阻击战纪念馆馆长张翀介

绍，张德东不仅熟知 14 个烈士陵园数千

名烈士，还能讲出许多感人至深的细节。

在黑山县二道乡田家屯，离村子不

远有几十座孤坟。张德东退休的第二

年，多次前往田家屯，备上烟卷，召集村

里八九十岁的老人，开了 7 次座谈会了

解那些孤坟的情况，最终结合史料确认

了安葬在这里的是东北野战军第 5 纵队

15 师 43 团 60 名指战员，牺牲在与国民

党军队一个营的肉搏战中。

“我给烈士穿的衣服，不能让烈士穿

着打烂的衣服下葬。”“找不着棺材，我家

还捐了一个炕柜，安葬了 4 名烈士。”“俺

这地方的风俗，下葬时得让儿子抱着头，

烈士年纪轻轻就牺牲了，哪有后人啊，是

我给烈士抱的头。”座谈中了解到的这些

感人细节，日后都成为张德东讲解的内

容。他针对祭扫烈士墓的不同人群，撰

写了 70 多个各具特色的讲解版本。

去年底，张德东获评辽宁省“最美志

愿者”。今年 3 月，辽宁省组织 2 万余名

政协委员讲“辽宁好故事”，黑山县政协

委员、县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冬梅讲述

张德东的故事后，感动了许多军民。

一次乡村座谈，让他深受

震撼，讲解黑山阻击战有了更丰

富的素材、更充沛的感情——

讲 解

撰写了七十多个
各具特色的版本

张德东的老母亲如果还健在，今年

已经 92 岁了。

提起 3 年前母子俩一起苦寻烈士墓

的情形，锦州市台安县桑林子镇贺家村

村民至今感动不已。

2019 年 2 月，在贺家村，张德东按照

史料线索找到了 7 座烈士墓。史料记载

当年安葬了 8 位烈士，可第 8 座怎么也找

不到。

回 到 家 中 ，89 岁 高 龄 的 母 亲 对 他

说：“贺家村当年是埋葬了 8 个烈士，都

是我帮着整理的遗容，要不我去试试？”

第二天一大早，张德东租一辆出租

车，赶到了 47 公里外的贺家村。到了杂

草丛生的荒山野岭，老母亲行走困难。

70 岁的张德东背起 89 岁的母亲，一步一

步挪。娘俩兜兜转转 3个多小时，最后在

一个堤坝旁找到了第 8 座烈士墓。张德

东心疼地摸着母亲满是灰尘的脸，母亲

用袖子给儿子擦擦汗，母子俩相视一笑。

当 年 黑 山 阻 击 战 主 战 场 ，在 全 县

2400 多平方公里地幅上展开。黑山县

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苑振栋说，那时候

“村村炮火连天，屯屯洒有烈士鲜血”，因

为战事紧急，不少牺牲官兵就地安葬在

山沟、荒甸子上，经过几十年变迁，亲历

者大都过世了。

一张地图、一辆自行车、一壶白开

水、两块玉米面大饼，一走就是一整天。

这就是张德东寻找散葬烈士的“日常”。

让张德东感到欣慰的是，辛苦没白费，16

年来已经找到 160 具散葬烈士遗骸。

3 月 22 日，黑山县小东镇烈士陵园

迁移最新寻找到的 30 具烈士遗骸。当

晚，滴酒不沾的张德东烫了一壶热酒，畅

饮起来，喝着喝着，豆大的泪珠落下。他

说，今年清明节为母亲上坟的时候，一定

告诉老人家：“又有 30位烈士‘归队’啦！”

一次寻访未果，让他寝食

难安，曾担任支前救护员的母

亲和他一起到荒山野岭——

苦 寻

七十岁老人背起
八十九岁的母亲

当时，张德东从乡下回来，向母亲讲

起了下乡收集党史资料的经历。曾在黑

山阻击战中担任支前救护员的母亲，对他

说：“牺牲在咱们村的烈士就有 29 个，小

的只有十六七岁，大的也就 20刚出头，有

时间多去西山弯为那些烈士扫扫墓吧！”

从那时起，大虎山镇五台子村村民

看到，每年清明节一到，张德东就在 29

座烈士墓前摆放好花圈。盛夏时节，他

还会到烈士墓旁除草。

张德东育有一儿一女，从两个孩子

懂事起，他每次扫墓都带上他们。后来，

儿女相继考上大学，接着又考取硕士、博

士。每次收到录取通知书，张德东都会

专门带上从外地赶回来的儿女，挨个给

烈士扫墓。

2001 年 10 月，儿子结婚成家。结婚

典礼前，张德东带着女儿、儿子连同儿

媳，一起为烈士扫墓。子女们主动买来

花圈，又亲手扎了 29 个花篮。

2013 年暑期，儿子儿媳和女儿一同

从上海回来。三人看到烈士墓前没有树

木，也没有石碑，便一同向父亲建议：为

29 座烈士墓立碑、植树。

第二天，儿子儿媳和女儿分头跑市

场，买树苗、刻石碑。很快，58 棵松树种

下了，29 块墓碑立了起来。假期结束，

三人返回上海，张德东继续植树。几年

后，29 座烈士墓周围的树木已有 860 多

棵，有的已长成碗口粗。除了树木，10

多个品种的花草，栽满了烈士墓前的 29

个花台和 100 多个花盆。

一年四季，张德东总是时不时地到

烈士墓前，花一两个小时时间，把 29 座

烈士墓旁的草坪、过道彻底清扫干净，然

后修整树木，栽花浇水。

直至 2017年 4月，29位烈士遗骸迁葬

烈士陵园，张德东的守墓生活才告结束。

一次母子对话，让他常年

牵挂村子旁的 29 座坟墓，在墓

前立碑植树栽花——

守 墓

二十九位烈士就
如同自己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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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租车的 19 年间，我印象最深

的一位乘客就是张德东。

19 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张德

东坐上了我的出租车。从那以后，他每

次出门跑长途都提前给我打电话，让我

过去接他。

第一次为张德东跑长途，是陪他到

辽宁省彰武县烈士陵园核实数据。从

早到晚，我俩跑了整整一天。中午他请

我吃饭，一人一碗米饭、一碗鸡蛋汤。

起初，我觉得他挺抠门儿。后来才知

道，他刚退休时每月退休金不足 1000

元，慢慢地才涨了一些。

打车到各地寻找烈士遗骸、采集黑

山阻击战的各种资料，张德东从来不抠

门儿。他租我车的这 19年间，路程近的

往返百八十公里，远的有上千公里，每

年都要跑一二十趟。细细算下来，光我

陪他跑的就有 28个县、470多个乡镇，到

过 160 多个烈士陵园。光打车这一项，

恐怕早就花光了他的大部分积蓄。

2018 年腊月，我陪他出远门，连累

带冻，他途中病倒了。我琢磨着，他第

二天肯定出不了门。可出乎意料，他第

二天早早就在路口催我了，弄得我挺不

好意思。我问他何必这么拼，他说：“已

经上岁数了，再不抓紧干，恐怕以后想

干也没机会了！”

张德东每次去烈士陵园，不论天冷

天热，总要买上几个花圈，恭恭敬敬摆

放在烈士墓前。每逢走访老战士、老支

前，他都不忘带点礼物。他对我说：“礼

轻情重。我只是想对功臣们表达尊重

和敬意。”

走一趟一生难忘
■辽宁省黑山县出租车司机 刘世斌

1986 年 的 清 明 节 ，当 时 我 正 读 初

中，学校组织师生到黑山阻击战烈士陵

园祭扫烈士墓。张德东为大家讲述黑山

阻击战经过，不少师生都感动得哭了。

我至今仍忘不了，张德东流着泪讲

述儿童团长张德新因保护转移的村干

部，被敌人残忍杀害的情景。从那时

起，我几乎每年都听他讲述黑山阻击

战，听一次感动一次，哭一次。

受张德东的影响和熏陶，我大学毕

业先到县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调到黑山

阻击战纪念馆担任馆长。张德东是纪

念馆义务讲解员，在深入接触的过程

中我发现，他本人就是名副其实的黑山

阻击战战史专家。

由 张 德 东 撰 写 的《黑 山 阻 击 战 纪

实》成为当地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的

辅助教材。他根据征集、整理的党史资

料，针对不同参观者需求，撰写出不同

版本、长达 17 万多字的黑山阻击战纪

念馆讲解稿。黑山县组织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期间，县委

请张德东为全县千余名党员干部上党

课。他站在当年黑山阻击战的 101 高

地上，讲了 30 多个真实又感人的故事，

许多人听得热泪盈眶。

2018 年 6 月，张德东建议让黑山阻

击战英烈精神进校园，每年培养一批

“小小讲解员”。他苦熬十几个日夜，编

写出一套适合小学生使用的讲解词，围

绕黑山阻击战涌现出的十几个经典故

事展开，“小小讲解员”们一听就懂，一

学就会。4 年来，我们已培养出 39 名能

独立讲解的“小小讲解员”。

听一课一生受益
■辽宁省黑山县黑山阻击战纪念馆馆长 张 翀

见证者说

55载，他坚持重走英烈当年走过的

路；49载，他为 29位烈士守墓；16载，他

不断寻找散葬烈士……从搜集黑山阻击

战党史、军史资料的那天起，辽宁省爱国

拥军模范张德东（左图）就走上了一条艰

辛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光荣之路。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伴

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光荣行列，弘

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成为当地军

民的自觉行动。

岁月与见证
■董立鹏 文/图

时 隔 74 年 ，无 名 烈 士 终 于“ 找 到 ”

亲人。

3 月 9 日，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泉林

镇马连庄村 81 岁的赵吉友老人，收到一

条盼望已久的消息：安葬在济南革命烈

士陵园的一位无名烈士就是他的父亲。

令 人 欣 慰 的 是 ，济 南 市 借 助 DNA

鉴 定 技 术 ，近 两 年 相 继 为 45 位 无 名 烈

士找到亲人。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把这

条消息与辽宁省黑山县张德东寻找散

葬烈士，让他们“归队”迁葬烈士陵园的

行动结合起来，我们读出一个朴实的道

理：英雄辈出的民族有着厚重历史，敬

重和爱惜英雄的民族，具有走向复兴的

精神力量。

寻找，就是见证。1934 年 8 月，红六

军团红 18 师 52 团数百名官兵在贵州省

石阡县甘溪一带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

神秘消失，直到 70 年后才揭开谜底：当

年，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把群众当作

“肉盾”进攻红军，官兵们不愿向群众开

枪，也不愿成为俘虏，于是决定把枪摔掉

一同跳崖，100 多名官兵壮烈牺牲。当

地群众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掩埋好牺

牲官兵的遗体。他们大多数没有留下姓

名。据不完全统计，革命战争年代，牺牲

英烈达 2100 多万人，全国有名可查和家

属 享 受 优 抚 待 遇 的 烈 士 仅 有 370 多 万

人。而今，全国有许多市（县）区在积极

寻找无名烈士的亲人，有许多个“张德

东”，在为散葬烈士“归队”而殚精竭虑。

他们用行动表明，寻找的过程就是见证

军民血脉情深的过程。

寻找，就是感悟。由于年代久远、战

争毁损等诸多原因，部分烈士信息记载

不够详细，一些烈士亲属无法知晓烈士

安葬地，一些烈士墓长期无亲属祭扫。

伴随清明节临近，各地为烈士寻亲的新

闻再次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其情其景

令人动容：广西祭奠英烈，启动 2022 年

“为烈士寻亲”工作；上海嘉定，为 32 名

嘉定籍烈士寻亲；5 年，河南濮阳的张卫

华帮助 31 名烈士找到了亲人……全国

越来越多的省市，像济南市一样，在寻找

无名烈士的过程中推出更接地气的拥军

优属举措；全国越来越多的军民，像张德

东一样，在帮散葬烈士“归队”迁葬过程

中带动更多人加入拥军优属的行列。广

大军民用行动表明，寻找的过程就是感

悟军民想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的

过程。

寻找，就是传承。当年，无数英烈

在生死抉择面前，把生命置之度外，将

国家和民族利益高高举过头顶。令人

心 痛 和 遗 憾 的 是 ，他 们 倒 在 了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前 。 而 今 ，各 级 认 真 做 好 烈 士

亲 属 关 爱 抚 慰 和 为 烈 士 寻 亲 工 作 ，不

断 完 善 基 础 信 息 数 据 库 ，加 强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管 理 保 护 。 去 年“ 烈 士 寻 亲 政

府公共服务平台”开通，更为集中安葬

烈士和烈士寻亲工作插上了信息化的

翅 膀 。 越 来 越 多 的 地 方 、越 来 越 多 的

人用行动表明，寻找，是见证，是感悟，

更 是 传 承 。 踏 上 新 征 程 ，向 实 现 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奋 勇 前 进 ，呼 唤 弘 扬

英 烈 精 神 ，呼 唤 进 一 步 巩 固 坚 如 磐 石

的军政军民关系。

最闪亮的坐标
■辽宁省锦州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于国锋

军地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