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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润亭烈士的妻子柳润亭烈士的妻子8686岁时曾写下回忆录岁时曾写下回忆录，，重温那段峥嵘岁月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战火中的革命与爱情战火中的革命与爱情战火中的革命与爱情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柳润亭，一位令众人牵挂的烈士。
他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四旅十

团政委，1947年 5月，在豫北战役中，
壮烈牺牲在河南省安阳市，埋骨处一直
没有找到。

7月 9日，本报以《烈士遗物 牵出
一段热血往事》为题，报道了柳润亭
烈士的故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许多读者转发、点赞、留言。沧
州日报“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
的志愿者们不断挖掘相关线索，记者
也辗转联系上了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工
作人员。

那位为了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铮铮
硬汉，那份峥嵘岁月里炽热的家国情
怀，跨越 70多年，依然让人动容与敬
佩。

志愿者寻访
烈士形象更加清晰

1914年9月18日，沧州大和庄一户
普通的农民家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父亲柳长荷为他取名柳润亭。

这个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民众
觉醒得较早。在红色思想的启蒙下，年
少的柳润亭离别家乡和亲人，走上了革
命道路。

1947年 5月，豫北战役激战正酣，
已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四旅十团政委
的柳润亭，率部攻打河南安阳。为确保
战斗胜利，11日凌晨，他带着警卫员到
前沿阵地检查作战工事，不幸踩到敌人
预先埋下的地雷，献出了宝贵生命，年
仅33岁。

柳润亭牺牲后，战友们举行了简单
的追悼仪式，并将他的遗体就近掩埋。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家人再去寻找，
遗骸已不知所踪。

70多年来，柳润亭烈士的家人从未
放弃过寻找，多次到河南安阳、邯郸、
菏泽及周边烈士陵园寻亲，始终一无所
获。

最近，柳润亭烈士的《在职干部履
历用鉴定书》出现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
馆的文物鉴定会上。对烈士的哀思与怀
念，再次涌上家人心头。

得知烈士家人的心愿，沧州日报
“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的志愿者
也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寻找之路。

连日的翻阅和查找犹如大海捞
针，但志愿者张纪岩还是从中发现了
蛛丝马迹。那是一张拍摄于 1946年 11
月 5 日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写着“第
二纵队第四旅营以上干部合影”。茂密
的丛林前，30来位解放军指战员留下
了清晰的面容。许是想到为了祖国的
解放事业即将踏上新征程，他们的脸
上笑意融融。

根据史料记载，1946 年 10 月底，
山东省鄄城以南一带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第二、三、六、七纵队，在刘伯承、邓
小平的指挥下，全歼国民党军 9000余
人，活捉了旅长刘广信，缴获美制榴弹
炮、迫击炮、重机枪、子弹及其他军用
品无数。此役是解放战争以来，刘邓大
军继陇海、定陶、巨野战役之后取得的
第四次大捷。

“鄄城战役中，第二纵队第四、第
六旅攻占了高魁庄和东西富春，歼敌
一个团。”中共濮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纂的党史中记载，11月 5日晚，刘伯
承、邓小平等设宴款待刘广信旅长，
双方就刚刚结束的战事进行了交流。

寻亲志愿者们猜想，就在鄄城战

役取得胜利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
纵队第四旅营以上的干部们拍下了这
张珍贵的合影，地点就在山东省鄄城
县。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柳家人也见到
了这张照片。仔细对比后，他们在照片
中找到了柳润亭烈士。

“这也许是他牺牲前最后的影像
了。”眼前的照片，让一家人激动不已。

岁月模糊了这些指战员的面庞，但
他们身上那种“为了胜利不惜一切”的
气概，隔着几十年的风云岁月，依然动
人心魄。

妻子执笔
回忆烈士点点滴滴

就在志愿者们认真寻找着柳润亭烈
士的下落时，记者也辗转和上海中共一
大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

据工作人员介绍，柳润亭烈士的
《在职干部履历用鉴定书》由纪念馆征
购而来，是1945年8月20日烈士亲笔填
写的，记录了他参加革命之后的工作经
历。

通过几位文物专家的鉴定与分析，
这件遗物被评为三级文物，具有很高的
历史研究价值。

目前，这件文物没有在纪念馆展
出，工作人员还在细致整理中，也暂时
不便将它展示给记者。但柳润亭烈士的
家人已经和纪念馆取得联系，正在办理
相关手续。

虽然烈士的埋葬地点仍然没有线
索，但那段红色故事却历久弥新，深深
地镌刻在柳家人的记忆中。

今年45岁的柳群是柳润亭烈士的孙

女，现居上海。关于爷爷的故事，她是
在奶奶的讲述中知道的。

她的奶奶田正是山东济南人，1938
年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和国务院原副
总理万里的夫人边涛是同学。在部队，
田正和柳润亭因共同的理想信念相识、
相恋，二人结婚时，万里还是证婚人。

说起爷爷，柳群总是能从奶奶的话
语中感受到一种特殊而深厚的情感。

“小时候，奶奶经常念叨，你爷爷
不管是人品还是才干都令人钦佩。他先
后参加了10多次重大战斗。虽然没读过
几年书，却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柳
群说，奶奶不仅经常给孩子讲爷爷的故
事，还将其记在本上。

2004年，86岁高龄的田正执笔撰写
了一部回忆录，取名为《人世精英》。
她记忆中的柳润亭，临危不惧、骁勇善
战。

1937 年 7 月，庆云县成立抗日武
装，柳润亭怀着报国之心走上革命道
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军 10多年，他从班长、排长一
路升任至团参谋长、政治委员等，曾
被评为优秀党员。他先后率部参加过
10 余次重大战役。攻打东光灯明寺
时，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端着机枪
带领战士冲上炮楼，夺下据点。在山
西上党战役和山东鄄南战役中，他沉
着应战。打到最后，柳润亭率战士与
鬼子拼刺刀、展开肉搏，毫不畏惧。
1942年，柳润亭身负重伤，隐蔽在山
东肥城的一所教堂内治疗。在日本鬼

子扫荡时，因三寸长的胡子被误认为
是外国牧师，才保住了性命，从此绰
号“柳大胡子”。

田正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为人
厚道、和蔼可亲，风度文雅、平易近
人，党性强，涵养性高，处理疑难事，
从不发脾气。他身材修长，约 1.8米左
右，眉清目秀，面貌白净……他只读过
一年小学，可在部队中，他带头坚持学
文化和政治理论。因此，他对党的政
策、军事战略等理解深，坚信不疑。他
总是按上级指示，圆满地完成各项任
务。1945年冬，在党校学习时，刻苦钻
研进步很快，他曾被军中的《挺进报》
聘为特约记者……”

回忆录中，字里行间满是田正对丈
夫的爱恋、钦佩与怀念，那份真情令人
动容。

和丈夫的照片
“团圆”在一起

柳润亭烈士的英勇事迹可敬可佩，
这对革命伉俪的深情厚谊感人至深，向
世人展示了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1942年的一天，田正随部队行军到
河南清丰县王凤轩庄。当时，大女儿出
生才11天，日伪进村扫荡时发现了她和
女儿，随即将刺刀对准了她们。敌人离
开村后，村民将田正救活，可还没有见
过父亲的女儿却惨遭杀害。

他们的二女儿长得可爱漂亮，因长
期行军打仗，孩子生麻疹耽误了治疗，
也不幸夭折。

当田正再次怀孕 3个月时，丈夫曾
对她说，等解放了安阳，咱到城里去生
孩子。这个孩子咱们一定好好保护、抚
养。可还没等到孩子出生，丈夫便牺牲
在了战场上。

“奶奶对那段记忆永生难忘。那是
1947年 5月，在河南安阳，一次战斗前
夕，爷爷亲自到前沿检查作战工事。动
身前，奶奶见到了他，两人相距也就10
米。没有打招呼，奶奶就回驻地了。黎
明时，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将奶奶从
睡梦中惊醒，接着便传来了爷爷牺牲的
消息。”柳群说。

烈士牺牲半年后，他们的第三个孩
子出生，田正给他取名为红根，寓意红
色根脉代代传承。

1952年，田正从三野司令部转业到
上海，在华东公安部工作，后来，又到
华东建工局，直至在上海澎浦机器厂离
休。2006年，年近九旬的她，带着孩子
回到沧州，在烈士生长的地方回忆着二
人的点点滴滴。

“奶奶生前就告诉我们，爷爷把自
己的命运和家国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
顾大家而舍小家。作为爱人，奶奶一生
都怀念着他。”柳群说，

生命的最后，田正和儿女们说出了
自己的心愿，希望去世后能和丈夫埋葬
在一起。如果仍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就
用照片来代替。

2010 年，田正在上海安详离世，
享年 92岁。去世后，家人遵照她的遗
愿，将柳润亭的照片和她埋葬在了一
起。

虽然没有白头偕老，但他们却演绎
了最动人的爱情。柳群深信，在另外一
个世界里，爷爷和奶奶“团圆”了。

““帮烈士寻找亲人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公益行动

付永付永付永彬彬彬：：：

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式
讲述沧州故事讲述沧州故事讲述沧州故事
杨静然杨静然

7月 19日晚 6时，付永彬
像往常一样架上手机、打开视
频软件。

今天，他要讲述的是沧酒
的历史。从吕洞宾喝酒的传说
到沧酒制作，再到大运河文
化，付永彬坐在书桌前，娓娓
道来。

3年前，他开始接触自媒
体。不定期地发布短视频，成
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和直播间那些带货达人、
游戏高手相比，同为主播的付
永彬似乎是个另类——他探秘
古皮城历史、讲述抗倭英雄刘
焘的功绩、挖掘整理张锡纯的
故事……一个个关于沧州历史
文化的短视频，生动有趣，又
考证严谨，吸引了百万人点赞。

醉心家乡历史文化

打开视频平台，关于沧州
的内容包罗万象，从美食旅
游到休闲娱乐。与之相比，付
永彬“记录沧州影像，讲述沧
州历史”的视频更多了份责任
感。消失的古城、神秘的建
筑、红色历史、沧州古代名
人……他希望“挖掘沧州历
史，讲好沧州故事，让更多人
了解沧州；介绍沧州风物，弘
扬沧州文化，让更多人细品沧
州”。

今年 54岁的付永彬是一家
房产公司的负责人。下班后，
他便进入另一个角色——沧州
历史的挖掘整理者。

角色转变源自他对家乡的
一腔热爱。

付永彬在市区偏东的郊区
长大，上初中时，他每天骑自
行车往返。由于学校离运河不
远，过解放桥、新华桥、北环
桥，沿着运河边骑行，就成了
他和同学们最大的乐趣。

后来，到外地求学，对家
乡的思念和眷恋让他体会到了
余光中笔下的“乡愁”。

可每当有人问起沧州的历
史，除了铁狮子，付永彬却无
话可说。

沧州有 1500 多年的建州
史，每一寸土地上都蕴含着丰
富的历史，它们在哪里？

工作后，付永彬把空闲时
间放在了解答这个问题上。

在运河两岸、老旧的街
巷、古老的村落以及史书典籍
里，他找到了答案。并且，把
它们搬上了视频平台。

2021年 2月，他以“狮城
映像”为名，在网络平台发布
了第一个作品。没想到，读者
十分喜爱，粉丝数量也迅速增
加。

方式不同 热爱不变

网络达人有很多，但这条
路走得都不容易，付永彬也不
例外。

他从零开始，学剪辑、拍
摄、录音等，研究以什么形式
讲述沧州故事能吸引人们的注
意……之前并不爱刷手机的
他，每天抱着手机研究。

而这仅仅是开始。真正难
的，是穿越云烟，还原历史的
本来面目。

为此，他不仅翻阅了大量
的史料，还行走了很多村落。

运河边捷地村，藏着一座
百年老宅。这个发现不仅让人
眼前一亮，就连许多长年走运
河的文化研究者都不知道。经
过了解，那是天津福星面粉
厂、沧州面粉厂的创始人张良
谟的老宅。青砖黛瓦、雕梁画
栋，门窗廊柱全是纯木料打
造，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
幻，它的外表还是当初的模
样。抗战时期，日军占领这座
宅院；沧州城解放期间，张家
宅院曾作为区部的临时指挥
所。

跟随付永彬的讲述，许多
人到访张家宅院，也让更多人
了解了这段历史。

很难想象，3 年多时间，
他带着相机走遍了运河边的所
有村庄，拍摄了 300 多条视
频，介绍沧州的人文历史。

有时，也会有人质疑付永
彬的观点，但他却毫不在意。
他说，历史真真假假，最重要
的是让更多人愿意走近它、触
摸它。

打开了解沧州的新方式

付永彬不仅是一位网络博
主、文史爱好者，还是一位摄
影达人。可无论工具、平台如
何变化，他关注的内容始终如
一。

那是 1996年左右，付永彬
拥有了人生第一部照相机，他
欣喜地来到运河边，将河流、
房屋、街巷记录下来。从此，
留住这座城的记忆便成了他的
爱好和使命。

南川楼一带拆迁，他背起
相机前往拍摄。那些街巷、古
树、人家，甚至一个门牌都被
他记录了下来。对他而言，每
次按下快门，时光就在那一刻
被定格下来。

为了全方位地留住“过
去”，他利用无人机拍摄全景影
像，实现了 360 度全方位记
录。与平面影像相比，3D全景
图更加立体鲜活。

打开付永彬制作的3D影像
图，从旷野乡村到繁华城市，
从“九曲十八弯”的运河到两
岸旖旎风光，都在镜头中一一
呈现。并且，随着手指按动，
还能变化角度，如同身临其境
一般。

这种大胆的尝试，在沧州
并不多见。

“通过无人机拍摄 3D立体
影像，是一种尝试。因为我发
现，它能够更加立体真实地记
录下这座城市。再翻看它时，
就好像回到了当时当地。”付永
彬说。

热爱家乡的方式有很多
种，讲述历史是，拍摄影像也
是。而付永彬也在用自己的方
式，诉说着对运河、对这座城
市的爱恋。这份热爱会越来越
深，越来越浓。

7月15日至20日，沧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2024年度军队转业干部培训
班。38名军队转业干部参加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国家安全教育、公文写作、运转
及安置政策讲解、心理健康教育等多个方面。

王 明 胡 霖 摄

7月19日上午，沧州安定医院组织医护人员为新华区100多名残疾退伍军人进
行心理体检及老年性睡眠障碍知识科普，同时为他们送去慰问品，提前送上建军
节祝福。活动现场，新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沧州安定医院颁发了“新华区拥军
服务站”荣誉牌匾。 贾珍珍 摄

20062006年年，，田正田正（（左二左二））回沧州探望烈士外甥女郝淑兰回沧州探望烈士外甥女郝淑兰（（右二右二）。）。

1946 年
11月5日，第
二纵队第四旅
营以上干部合
影。一排左四
后为柳润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