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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感情穿越时空，有一种思念历久弥深，有一种精

神生生不息。清明节来临之际，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人们

以不同的方式向英烈致敬。

致敬英烈，是缅怀，更是唤醒。翻开厚重的红色历史，每

一座烈士墓碑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一个动人的

故事。穿越时空，英烈们立起一个个精神路标，为我们指引

前行的方向。

在全国各地，人们缅怀英烈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人奔走在

为烈士寻亲的路上，有人默默守护在烈士墓旁，有人把散落星

光聚成精神火炬，有人把暖流注入烈属心房……无论哪一种方

式，都是尊崇英烈的生动注脚，都是铭记历史的清晰回声。

最深的悼念是铭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气清景明，慎

终追远，让我们把对烈士的思念融入春雨，洒向大地，化为

生长的力量。

清明·特别策划

江 苏 省 扬 州 市 三 江 营 革 命 烈 士

纪念馆，矗立着一块“解放三江营烈

士纪念碑”。这座高仅 1.6 米、宽不足

0.8 米的纪念碑上，镌刻着 1949 年在

三江营战斗中牺牲的 67 位烈士的姓

名 。 当 年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20 军 60

师 179 团为纪念牺牲的战友，立下这

块石碑，但没有留下有关烈士籍贯、

生平的记录。

59岁的扬州市退役军人顾建春从

小听着解放三江营的英雄故事长大。

对他来说，这块纪念碑重千钧。

“站在纪念碑前，我心中常常有

自责。”顾建春说，“这些英雄为解放

我 的 家 乡 牺 牲 ，我 们 如 果 不 能 帮 他

们找到亲人，会觉得对不起他们。”

时光荏苒，人海茫茫，烈士亲人

何 处 寻 ？ 为 更 广 泛 收 集 线 索 ，2021

年 3 月，身为扬州市江都区融媒体中

心记者的顾建春联合三江营革命烈

士纪念馆发起“为三江营烈士寻亲”

活 动 ，得 到 社 会 各 界 积 极 响 应 。 当

年参加三江营战斗的 179 团 1 营 3 连

指 导 员 吴 非 远 ，在 烈 士 名 单 中 认 出

了 黄 章 水 的 名 字 ，“ 他 是 连 队 卫 生

员，浙江诸暨人，在抢救伤员时中弹

牺牲。”

顺着这条线索，扬州和诸暨两地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社会爱心人士接

力“寻亲”，很快就找到了黄章水烈士

的亲人。

来到浙江诸暨，站在黄章水烈士

家人所立的衣冠冢前，顾建春敬了一

个军礼。凝望墓碑上“躯捐战地 魂归

故乡”8 个大字，他感慨万千：“烈士亲

人望眼欲穿，我必须快马加鞭。”

“‘三加营’写错了，应该是‘三江

营’……”在 67 位烈士名单中，家住安

徽郎溪的王义平发现了叔叔王忠荣的

名字。他恍然大悟，家中珍藏的烈士

证明书上，叔叔的牺牲地点很可能有

误。当时已是深夜，王义平仍然拨通

了顾建春的电话。

次日清晨，顾建春登上长途汽车，

途中两次换乘，风尘仆仆赶往郎溪走

访核实。在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

涛城镇政府，顾建春仔细核对资料、走

访专家，终于找到准确答案：“烈士证

明书上的‘三加营’是根据王忠荣的老

战友郑荒年口述记录的，郑荒年不识

字，加之郎溪方言‘加’与‘江’发音相

近，让烈士寻亲耽搁了 72 年。”

与顾建春共同前往王家墓地时，

62 岁的王义平声泪俱下：“郎溪有正

月十五给亡故亲人送灯的习俗，我找

不到叔叔的牺牲地，每年只能将给叔

叔的红灯笼送到爷爷奶奶和父母的墓

前。感谢你帮我们找到家人。从此，

我能给叔叔送灯了！”

随着寻亲活动的深入开展，全国

各地的许多烈属向顾建春发来寻亲请

求。不论是否为三江营烈士，顾建春

都积极查阅相关材料，帮助寻找。“每

一次为烈士寻亲的背后，都饱含着一

个家族几代人的企盼。只要我努力帮

助寻找，对烈属来说就是一种安慰。”

顾建春说。

1 年来，顾建春先后辗转浙江、安

徽、山东等地，除了为 8 位三江营烈士

找到亲人外，还为其他 4 位烈士找到

亲人。3 月 27 日，顾建春再次来到三

江营革命烈士纪念馆，带来“已找到刘

洪喜烈士侄子”的好消息。

明年，顾建春即将退休。本想好

好休息的他，如今有了新打算：把为烈

士寻亲这件事坚持下去。

“我穿过绿军装，戴过红领章，烈

士就是我的先辈。”面对采访，这名已

退役 35 年的老兵动情地说，“为烈士

寻亲，也是为自己寻根。把这件事做

好，才对得起英雄的流血牺牲，才不愧

为一名合格的老兵。”

“为烈士寻亲，也是为自己寻根”
■严明亮

缓步走进官坂烈士陵园，福建省福

州市连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邱

晓明心绪起伏。清明时节的烈士陵园

中，白色菊花伴着蒙蒙烟雨，寄托着人

们对英烈的哀思。

“连江是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多、革

命 先 辈 多 ，仅 在 册 革 命 烈 士 就 有 848

名。”邱晓明介绍，“到 2021 年初，连江

仍有 80 余座零散烈士墓未集中管理，

部分墓地存在碑文难以辨认、周边杂草

丛生等问题，亟待解决。”

2021 年 4 月，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启动烈士纪念设施整改提升专项行

动。连江县成立由县、乡、村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站）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专

班，全面摸排散葬烈士情况。

“迁葬后，外人能像我们保护得这

么好吗？”2021 年 8 月，连江县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中心了解到 3 户烈属有动迁

烈士墓地的想法，但心中有所顾虑，便

联合县人民检察院一同前往烈属家中

做工作。

“ 根 据 英 雄 烈 士 保 护 法 ，我 们 一

定 竭 尽 所 能 ，维 护 烈 士 尊 严 ……”经

过 反 复 沟 通 ，烈 属 疑 虑 渐 消 。 如 今 ，

看到整洁肃穆的陵园，烈属们心中很

欣慰。

官 坂 烈 士 陵 园 中 ，81 岁 的 陈 振 伙

正 在 祭 奠 他 的 父 亲 —— 烈 士 陈 依

妹。1933 年 11 月，陈依妹在攻打罗源

县的一场战斗中牺牲。多年来，陈振

伙一直寻找父亲的墓地，始终没有结

果。

前几年，连江县有关部门通过片区

负责、逐一排查的方式，在一片不起眼

的山坳里找到了陈依妹的遗骸，安葬在

官坂烈士陵园。随着零散烈士墓迁葬

工作的持续开展，2021 年，陆续又有 35

名烈士迁葬到这里，陵园规模越来越

大。

2021 年以来，连江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按照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

规定，在官坂烈士陵园落实了“一个醒

目标示、一份事迹简介、一座规范墓碑、

一个保护边界、一份管理制度、一条通

行道路”的“六个一”管护标准。“我们刚

刚种下了杜鹃花。以后，烈士们可以在

青山绿水间伴着鲜花入眠。”陵园管理

员林仕燕说。

“刚开始负责这项工作时，觉得很

光荣。现在更多感受到的是沉甸甸的

责任。”邱晓明感慨，许多零散烈士墓

分布在山坳里、密林间，工作人员常常

需要爬坡过坎，十分辛苦。“把散落星

光，集聚成精神火炬，是我们的职责所

在。再苦再累，也必须抓紧去做。”邱

晓明说。

“把散落星光，集聚成精神火炬”
■吕高排

“同学们，最好的纪念是传承，要让烈

士在人们心中永远活下去……”3 月 28

日，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琉璃寺烈士陵

园，守陵人张曰平为前来扫墓的小学生们

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

2012 年，张曰平接替父亲张洪珠，

成 为 琉 璃 寺 烈 士 陵 园 第 二 代 守 陵 人 。

他 守 护 的 ，是 安 葬 在 这 里 的 48 位 抗 日

烈士。

1939 年 3 月 5 日，中共鲁西区委机

关随八路军 129 师先遣纵队转移途中，

在高唐县琉璃寺镇与日军遭遇，48 名官

兵为国捐躯。战斗结束后，这些烈士被

分别葬在附近的许楼、徐庙、琉璃寺、吴

营、大吕庄、大桑庄等处，1946 年集中迁

葬 至 位 于 琉 璃 寺 镇 徐 庙 村 的 烈 士 陵

园。由于缺乏专人管理，陵园内的纪念

设施一度破损严重。

“ 父 亲 生 前 常 说 ，烈 士 为 国 捐 躯 ，

不能没有人守护。”张曰平说。张洪珠

曾 有 8 年 的 军 旅 经 历 ，参 加 过 抗 美 援

朝 。 战 场 上 的 出 生 入 死 ，让 他 对 烈 士

充满敬意。“转业回乡后看到烈士陵园

没 有 专 人 守 护 ，父 亲 放 弃 柴 油 机 厂 的

工 作 ，来 这 里 为 烈 士 守 陵 ，一 守 就 是

55 年。”

在张曰平的记忆里，张洪珠总是在

陵园里忙个不停，除草、修路、搭建围墙、

种树苗……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基本都搭

在了陵园修整上，他自己则常年栖身在

陵园内仅有的一间小屋里。1990 年 12

月，当地政府对陵园进行修整，张洪珠的

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

“父亲临终前嘱咐我，要接好班，为烈

士守好墓。”张曰平说，父亲去世后不久，

他便和妻子住进陵园，日夜守护。每年除

夕，按当地风俗，夫妻俩都将烈士“请回

家”过年，在陵园纪念堂内摆满一桌饭菜，

把出锅的第一碗热腾腾的水饺敬上。平

时，有参观者来访，张曰平还担任义务讲

解员，把英烈事迹讲给更多人听。

如今，年逾古稀的张曰平最大的心

愿，就是子孙后代能一直把烈士陵园守

护 好 。“ 父 亲 让 我 接 班 ，我 也 让 儿 子 接

班。”凝视陵园内一座座墓碑，张曰平的

目光十分坚定。

“父亲让我接班，我也让儿子接班”
■薛洪刚 田桂庆 庞士宏

清 明 节 前 夕 ，江 西 省 宜 春 市 靖 安

县，92 岁的烈士母亲李车菊迎来了她的

“孩子们”——靖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作人员和退役军人志愿者们。

“ 娘 ，我 们 来 看 您 了 ……”一 进

门 ，大 家 放 下 手 中 的 慰 问 品 ，围 坐 到

李 车 菊 身 边 。 志 愿 者 何 跃 文 一 边 陪

李车菊拉家常 ，一边替她盖好腿上的

小被子。

“一转眼，洪春离开我 43 年了，感

谢党和政府一直记着我，现在又多了你

们这群好孩子。”说这话时，李车菊眼圈

泛红。

李车菊的儿子熊洪春，生前为驻广

西某部战士，20 岁时在边境作战中牺

牲。这些年，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团体

经常上门看望李车菊。靖安县退役军

人志愿者们每次来 ，都亲切地唤一声

“娘”，让老人倍感暖心。

宜 春 是 一 片 红 色 沃 土 ，全 市 共 有

34000 余 名 烈 士 ，其 中 烈 士 父 母 健 在

的 有 76 名 。 自 2019 年 起 ，宜 春 市 退

役军人事务局在江西省率先开展“替

烈 士 回 家 看 爹 娘 ”活 动 ，安 排 志 愿 者

“ 一 对 一 ”关 怀 烈 士 父 母 ，每 逢 春 节 、

清 明 节 、烈 士 纪 念 日 ，还 组 织 大 规 模

的慰问活动。

前 不 久 ，宜 春 市 宜 丰 县 退 役 军 人

服务中心主任张婷一行 ，来到宜丰县

金 福 小 区 ，看 望 罗 贤 早 烈 士 的 父 母 。

1979 年，罗贤早在边境作战中牺牲，时

年 22 岁。

“如果不是你们记挂着，我们住不

上这么好的房子。”把张婷迎入家中，罗

贤早的父亲罗若来十分激动，“要是贤

早还在，也会替我们高兴。”

在此前的一次走访慰问中，张婷了

解到罗贤早烈士父母租住的房屋年久

失修，第一时间协调宜丰县房地产管理

局帮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得知当时宜

丰县没有空余公租房，两位老人不是低

保户不能申请廉租房后 ，张婷心急如

焚。“不能让烈士流血，亲人流泪。”反复

协调后 ，宜丰县房地产管理局特事特

办，以公租房的申领标准，为罗若来夫

妇协调了一处廉租房，按低于廉租房的

标准收取租金。

宜春市“替烈士回家看爹娘”活动

开 展 3 年 来 ，越 来 越 多 的“ 儿 女 ”把 组

织的“活动”变成自发的“行动”。3 月

中 旬 ，高 安 市 出 现 新 冠 肺 炎 病 例 ，志

愿 者 付 勇 军 第 一 时 间 想 到 88 岁 的 烈

属薛秋菊，“‘老娘’上了年纪，采购物

品 不 方 便 ，我 家 也 在 购 买 防 疫 物 资 ，

就顺便给她送来一些。”

“其实，许多烈属并不在乎我们送

来了什么。经常去看看他们 ，他们就

很高兴。”宜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胡晓辉表示，“一声‘爹娘’，也是最好的

尊崇。”

“一声‘爹娘’，也是最好的尊崇”
■贾 芳 刘 琳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图①：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琉璃寺烈士陵园守陵人张曰平擦拭烈士墓碑。

薛洪刚摄

图②：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开展烈士纪念活动。 兰迎新摄

图③：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退役军人志愿者看望烈士母亲。 孙 燕摄

图④：3月 31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冒雨协助地方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将散葬的 9 名烈士棺椁集中安葬至陈家坡革命烈士陵园。

余宝三摄

制图：扈 硕

烈属在江苏省扬州市三江营革命烈士纪念馆缅怀亲人。 郁 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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