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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张福国——
记者：你们还开展过哪些与烈士相关

的工作？
张福国：今年4月，在对雪村突围战牺

牲烈士的遗骸进行迁移时，我们第一时间
邀请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对烈士遗骸
进行了科学鉴定，用科技手段开展烈士样
貌复原、DNA鉴定等工作，为他们确定身
份、寻找家属。此外，我们还开展了一系
列英烈宣传教育工作，组建了由党史专
家、老战士、烈士亲属和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工作人员组成的退役军人英烈故事宣讲
志愿服务队，宣讲英烈故事。

@杨静然——
记者：在帮烈士寻找亲人的过程中，

你们去过多少地方，为多少烈士找到了亲
人？

杨静然：5年间，我们共走访了在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
200多位烈士的家乡，为百余位烈士找到了
亲属。这条路，我们越走越觉得自己做得
还远远不够。为烈士寻亲，既是为了告慰
英烈，也是为了继承先烈遗志、让英雄精
神代代相传。

@王寿伟——
记者：如何理解传承烈士精神的重

要性？
王寿伟：没有英烈前赴后继的牺牲奉

献，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纪念
前人、传承烈士精神，都是为了全新出
发。每一次对英雄的仰望，都是对人生
的又一次自省；每一次对英雄的缅怀，
都是一次对未来的郑重宣誓。在未来的
日子里，我会把更多英雄故事讲给大家
听，讲给年轻人听，和大家一起为美好
生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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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你的名字 我们守护我们守护

“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让我们
将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最可爱的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这样一群勇
士，他们身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
与担当，前赴后继，奋起抗争，以血肉
之躯筑起钢铁长城，为人民利益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而战。

他们是英雄，更是我们的亲人，他
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山河锦

绣、岁月静好。
如今，当我们乘着高铁游遍祖国

山川，当我们在落日余晖中奔向幸福
的港湾，当我们和爱人悠闲散步、与
孩子一起拥抱自然的时候，是否还记
得那些为了这岁月静好而献出生命的
人。

越是国泰民安、生活幸福，我们越
不能忘记那些英雄和烈士。

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出台 《中华

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到各地
红色旅游方兴未艾，崇尚英雄、学习
英雄、关爱英雄的意识和行为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烈士们的事迹，不只镌
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也烙印在我们心
里。

致敬，不只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
传承。

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他们是
历史长河里的耀眼星辰，是照亮未来的

不灭灯塔。对英烈的每一次致敬，都是
对初心的叩问、对灵魂的洗礼。从他们
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豪
迈与悲壮，更深刻理解了方志敏烈士为
何如此坚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
的光明前途”。

硝烟已经散去，但那些可歌可泣的
故事永远激励着我们。让我们举起英烈
传递过来的火把，去续写属于这一代人
的史诗。

致敬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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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特别的一年。那
一年，《沧州日报》“帮烈士寻找
亲人”公益行动正式启动，由记
者、市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工作人员、社会爱心志愿者组成
的寻亲团队也随之成立。一场跨
越时空的追寻，就此拉开序幕。

在帮烈士寻找亲人的过程
中，我们去过很多地方，翻阅过
很多资料，走访了很多专家和学
者，也有过无数次饱含希望、遭
遇失望又重燃希望的经历。不管
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一旦获得线
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寻找的过程比想象中更艰
难。我们走街串巷，从一个县到
另一个县，寻访一位又一位可能
的知情者——有时，一天走访五
六个村子也毫无收获；夜深了，
饭都顾不上吃，饿着肚子赶回沧
州，连夜整理资料……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为献县籍
烈士钟琪寻亲的经过。 2021
年，我们在翻阅烈士资料时偶然
发现了他的故事。

1946年 10月的一天，钟琪
和妻儿在乘船护送党的机密文件
途中，遭遇敌人搜捕共产党员。
眼看敌人越来越近，夫妻俩迅速
作出抉择——宁可牺牲，也不能
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他们
把文件贴在胸前，将孩子搂入怀
中，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毅
然跳入了大海……当时，钟琪
25岁，妻子 23岁，而他们的儿
子刚满两岁。

“钟琪是献县哪里人？这是
他的真实姓名吗？他的家人还在
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又一
次踏上了寻访之旅。

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我
们从姓氏、村志等方面入手，试
图寻找线索。最先走访的是献县
郭庄镇钟尧京村，因为这里住着
很多姓钟的人家，但经过走访，
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排除了。

眼看着手中的线索一一中
断，失落、愧疚、焦急……复杂
的心情萦绕在我们心间。但我们
知道，不管多难都要走下去。

最终，通过一次次寻访，我
们终于迎来了好消息——献县一
位长年研究当地文史的政府工作
人员为钟琪撰写过文章，他说，

钟琪原名陈贯忠，老家在献县淮
镇李家洼村，村里尚有他的亲人
健在。

我们和志愿者马不停蹄地
赶到李家洼村，见到了钟琪烈
士的堂弟——当时已 85岁的陈
起忠。

在陈起忠老人的描述下，钟
琪烈士的生平逐渐在我们眼前丰
满起来，有关他事迹的稿件也很
快见于报端。

烈士的故事让我们感慨万
千，为烈士寻亲，让英雄回家，
既是对烈士英灵的告慰，也是对
烈士亲属的慰藉。

我清楚地记得——
张瑞海烈士的侄子说：“大

伯没有子女，每年过年，我们
都会供上大伯的牌位，向着他
牺牲的方向喊‘大伯，回家过
年吧’。”

1963 年，纪云悌烈士的老
家发大水，家人什么也顾不上
拿，却冒着危险抢救出了烈士唯
一的一张照片。

还有，当得知刘庆格烈士被
安葬在吉林市烈士陵园时，他的
女儿泣不成声，向着东北方向长
跪不起：“爹，闺女终于找到你
了。”这一天，刘家三代人盼了
将近70年。

……
每一次寻找，我们都会被烈

士的事迹感动得泪湿双眼，也更
加坚定了一直走下去的决心和信
心。

为烈士寻亲，我们永不停
歇；为烈士寻亲，我们永远在路
上！

为烈士寻亲为烈士寻亲 我们在路上我们在路上
杨静然 36岁

《沧州日报》“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成员

▲沧州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举办英烈事迹宣讲报
告会

◀《沧州日报》记者及
社会志愿者多地走访为烈
士寻亲

我的二爷爷王万洪是 1948
年在淮海战役蚌西北阻击战中牺
牲的，当时年仅19岁。

我虽然没见过二爷爷，但却
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

二爷爷参军入伍时只有 17
岁。听长辈们说，他从小就乐于
助人、正义感满满，那年，得知
可以报名参军的消息后，二爷爷
就自己报名上了前线。

后来，二爷爷随部队到了济
南，曾祖父得到消息后，赶过去
看他。临别前，曾祖父问他：

“啥时候能回家看看？家里人都
想你了。”二爷爷说：“我也想
家，可我还不能回去，什么时候
胜利了，我什么时候再回家！”

可是，曾祖父和二爷爷谁都
没想到，这竟是他们二人的最后
一面。在那之后，二爷爷便奔赴
战场，参加了淮海战役蚌西北阻
击战，在战斗中牺牲。

听二爷爷的战友说，二爷爷
是扛着炸药包炸敌人坦克时牺牲
的。

长大后，为了进一步了解二
爷爷的事迹，我通过史料了解到
那场战斗的惨烈——二爷爷生前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渤
海纵队 11师 17团战士，蚌西北
阻击战是渤海纵队 11师参加的
一场战斗，11师大部分由沧州
籍战士组成。战斗打响后，敌人
疯狂进攻，我军伤亡惨重，防线
岌岌可危。关键时刻，二爷爷所
在的 11师受命进入战场，子弹
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拼断了就
砸石头……二爷爷和战友们用血
肉之躯把敌人阻挡在阵地前。

战斗胜利了，二爷爷却再也
没有回来。

二爷爷并不是我们家唯一的
烈士，我爷爷的堂弟王万如也是
烈士。

亲人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
们的精神在我们家传承了下来。
从二爷爷那代人算起，到我这一

辈，我们家一共出了两位烈士、
5位军人。保家卫国这 4个字，
就像我们家的家训一样。

记得在我入伍的前一天，我
爸和我聊了一夜。他说：“当兵
不是为了享福。到了部队，一定
要好好表现。遇到困难，多想想
你二爷爷，千万不能给咱家人丢
脸！”

到了部队后，高强度的训练
一度让我难以适应。每当快要坚
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二
爷爷。当年，在那么艰苦的环境
下，他们都坚持了下来，现在我
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5年
军旅生涯，我连续两年立个人三
等功，5 次获评“优秀士兵”，
得过4次嘉奖。

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
儿子也将军人当作榜样，对二爷
爷更是满怀敬意。

5年前，在“帮烈士寻亲”
志愿者团队的帮助下，我们终于
找到了二爷爷的安葬地。从那时
起，我儿子便立志要考上国防科
技大学。今年，他 16岁了，正
在为梦想努力。

我是烈士后代，烈士精神是
我们全家最宝贵的财富，我为此
感到骄傲！

把烈士精神传承下去把烈士精神传承下去
王寿伟 44岁 王万洪烈士后代、退伍军人

◀王寿伟（左一）及家
人到烈士陵园悼念亲人王
万洪烈士

■ 知 言

沧州是一片革命基因浓厚
的红色土地，全市烈士英名录
现收录烈士 20794 位，张隐
韬、黄骅、赵博生、马本斋、
常德善、“牛氏三杰”、季振
同、张楠等英雄名垂青史。在
民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先后
公布的三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
名录中，沧州籍和牺牲在沧州
的英烈共有32位。在全市范围
内，仅县级以上的烈士纪念设
施就有17座。

每一位烈士都应当被铭
记。让这些为国家、为人民牺
牲的烈士被更多人缅怀，就是
我们的职责。

2019 年 3 月，我们与青
县、沧县相关部门联动，为志
愿军烈士许玉忠找到了家乡。
同年4月，《沧州日报》刊发稿
件《求扩散！帮 4位疑似沧州
籍烈士找亲人》。

以此为契机，我们在那一
年与《沧州日报》以及来自社
会各界的志愿者成立了“帮烈
士寻亲”志愿者团队，并向社
会发出倡议，希望更多人加入
帮烈士寻亲活动。

几年时间里，“帮烈士寻
亲”志愿者团队开展了很多活
动——与为烈士寻亲志愿者、
安徽籍“中国好人”代表年介
涛合作，寻找在淮海战役中牺
牲的沧州籍烈士；组织青县、
沧县相关单位为许玉忠烈士寻
亲……

通过这些活动，志愿者团
队逐渐形成相关部门和社会
公益志愿活动相结合的工作
模 式 ， 多 渠 道 收 集 寻 亲 信
息，再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将信息下发至乡镇、村退役
军人服务站，分级分类查找。

除此之外，在社会各界志
愿者的大力帮助下，我们还参
与了“为烈士画像”公益活
动。

这项活动是由浙江金华的
叶庆华女士发起的，志愿者是

全国各地美术专业的大学生和
美术协会会员。

2022年 5月，沧州“帮烈
士寻亲”志愿者团队联合山
东志愿者，为安葬在山东省
桓台县的 4名沧州籍烈士找到
了家人。这次活动引起了叶
庆华的关注，她被沧州、桓
台两地志愿者接力为无名烈
士寻亲的行动所感动，表示
想为沧州籍烈士画像。

我们随即在全市范围内进
行征集，目前已有近 30 位沧
州籍烈士的家属参与了这项活
动。

看似简单的一幅烈士画
像，却需多方努力才能完成。
很多烈士的老照片已经模糊不
清，很多烈士甚至没有留下照
片，只有一个名字。志愿者根
据亲属描述的烈士容貌、参考
烈士亲属照片，再现烈士的容
貌，让这些为国家、为人民牺
牲的烈士被更多人铭记、缅
怀。

“找到”是对我们工作的鼓
舞，而“寻找”本身就是一种
教育。

每一位烈士都应被铭记，
让烈士英名长留天地间，以英
雄为榜样，汲取前行力量，是
我们对他们最崇高的敬意。

每位烈士都应当被铭记每位烈士都应当被铭记
张福国 40岁

沧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和褒扬纪念科科长

沧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英烈讲解员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