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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帮助烈士寻找亲人，沧州“帮烈
士寻找亲人”志愿者团队还积极和全国其
他的公益组织对接。

2022 年 5 月，沧州“帮烈士寻找亲
人”志愿者团队联合山东志愿者，为
1948年 3月牺牲并安葬在山东省桓台县的
8 名解放军烈士寻亲。经过 20 多天的找
寻，两地志愿者陆续和樊书珂、郑希成等
4位沧州籍烈士的亲人取得了联系，还促
成了这些烈士亲属去往桓台县祭拜烈士。

当时，《沧州日报》这一系列报道迅
速引起了“为烈士画像”公益团队的发起
人、来自浙江金华的叶庆华女士的关注。

2021年，叶庆华成立了一支“为烈士
画像”公益团队，志愿者都是来自全国各
地美术专业的大学生和美术协会会员。

叶庆华被沧州、山东两地志愿者接力
寻找无名烈士的行动感动，和本报记者取
得了联系，表示想为这些牺牲在山东的沧
州籍烈士画像。随后，经过烈士家属同意
后，“为烈士画像”公益团队为这几名沧
州籍烈士画了像。

沧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全市征集有
意愿为烈士画像的信息，目前已有近30位
烈士的家属参与了这项活动。每次画像出
来后，志愿者团队都悉心装裱好，亲自将
画像送到烈士亲属或者当地烈士陵园内，
让整个过程充满仪式感、神圣感。

令人欣慰的是，这项公益活动在沧州
延续了下去。

2024年清明节前夕，得知这项公益活
动后，沧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师生深受感
动。学院负责人在院内征集了一批美术功
底好、责任心强的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大
学生志愿者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积极为
一些沧州籍的烈士画像。

此外，沧州“帮烈士寻找亲人”志愿
者团队还呼吁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加
入进来，调动本地资源，共同助力“为烈
士画像”这项公益行动。

为烈士画像
跨越时空亲人“相见”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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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烈士画像籍烈士画像。。志愿者团队已发展至志愿者团队已发展至110110余人余人——

总有一些时刻，会把思念放
大。

当春风拂过烈士陵园的松
柏，当雨水打湿无名墓碑的尘
埃，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名字愈发
闪亮起来。

几十年前，他们为了家国大
义，血洒疆场，埋骨他乡；几十
年后，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踏遍
千山万水，只为让他们“回家”。

3 月 29 日，经过几个小时
的颠簸，盐山县常庄乡毛集村
71 岁的王新中，终于到达安徽
省蚌埠市怀远县陈集镇胡刘烈
士陵园——这里安葬着他的亲
人王万洪烈士。

“二叔，我们来看您了！”王
新中哽咽着。

6年前，在沧州日报“帮烈
士寻找亲人”志愿者团队的帮助
下，他们一家成功找到了王万洪
烈士的安葬地。从那以后，每年
他们都要去安徽祭奠。

王万洪烈士生前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 11
师 17 团战士，1948 年冬，牺牲
在淮海战役的蚌西北阻击战中。

看似简单的一次祭拜，却是
多方努力才有的结果。

2019 年清明节，安徽省怀
远县七旬老人年介涛致电本报，
希望能为王万洪、郭立东等一批
疑似来自山东、河北一带的烈士
寻找家乡的亲人。沧州日报以此
为契机，发起了“帮烈士寻找亲
人”公益行动，开设了“帮烈士
寻找亲人”专栏，持续报道活动
进展情况；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给
予大力支持，整理烈士信息，完

善烈士英名录，持续推进烈士寻亲工作；社会
爱心志愿者也纷纷加入进来，与沧州日报记者
共同组成了沧州“帮烈士寻找亲人”志愿者团
队。

寻亲的路，并非坦途。
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烈士的档案残缺不

全，有的名字被误写，有的籍贯因行政区划变
更而难以追溯。志愿者们常常要翻阅大量老旧
县志、走访数十个村庄，才能找到一丝线索。

“有时候，一个错别字，就能让寻找变得
像大海捞针。”志愿者王吉仓说。他曾为一位
名叫“刘思如”的烈士奔波数月，最终发现史
料上误写成了“刘仕如”。一字之差，让这位
英雄迟到了半个世纪才得以与亲人“团聚”。

但再难，也要找下去。因为每个名字背
后，都有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都有一群等
待了太久的亲人。

如今，这场跨越时空的追寻，已不是几个
人的战斗。从河北到安徽，从山东到江苏，越
来越多的退役军人、大学生加入进来。他们有
的负责查阅档案，有的负责实地走访，有的用
画笔为烈士复原容貌……

6年时间，寻亲志愿者团队成员已经发展
壮大到110余人，寻访了420位烈士家乡或烈
士安葬地，成功为140多位烈士找到了亲属。

2022年5月，“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
动引起了浙江志愿者叶庆华的关注，她是“为
烈士画像”公益团队的发起人。被寻亲志愿者
们的执着所感动，她致电沧州日报编辑部，表
示想为这些牺牲在山东的沧州籍烈士画像。

随即，沧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相关信
息的征集，为烈士画像。每次画像出来后，都
悉心装裱好，由志愿者亲自送到烈士亲属或者
当地烈士陵园内。

当烈属们“见到”牺牲多年的亲人时，泪
水不禁夺眶而出。

帮烈士寻亲，究竟在寻找什么？
当烈属在墓前痛哭，当人们在烈士墓碑前

肃立，答案已然清晰——我们寻找的，不仅是
血脉的连接，更是精神的传承。

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说：“他们用生命告诉
我们，什么是家国，什么是信仰。而我们能做
的，就是让他们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岁月会模糊记忆，但英雄的名字，永不褪
色。

帮烈士寻亲，我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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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仓的手机里保存着几十个县的电
子版县志，家中一人多高的书橱也被泛黄
的史料填满。这些县志有省内的，也有省
外的，有些是他从二手书商那里淘来的，
有些是他辗转各地图书馆拍下的。在书商
眼里，他是个“爱买县志”的沧州人；但
在那些等待与烈士“重逢”的家属心中，
他却是那个执着点亮归途的“点灯人”。

王吉仓是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的一名
律师，但帮烈士寻亲，几乎成了他的“第
二职业”。工作间隙，他或是驱车赶往某
个偏僻的村庄，或是钻进档案馆查阅泛黄
的史书。

妻子赵学金笑称，自家的车成了“寻
亲专车”——她常充当司机，陪着王吉仓
在沧州的乡野间奔走。有一年清明节前
后，夫妻俩连续奔波了 3天，走访了盐
山、海兴、黄骅的十几个村子，只为寻找
一位烈士的亲人。

烈士的信息往往只有零星碎片：一个
化名、一句方言口音、一个早已撤销的地
名……王吉仓却像侦探一样，在浩如烟海
的线索中抽丝剥茧。

牺牲于淮海战役的马连弟烈士，档案
记载其籍贯为“靖远县南马庄”。可“靖
远县”早已撤销，辖区分散在河北、山东
两地。王吉仓翻遍了盐山、海兴、孟村的
县志，把所有带“马庄”的村子列成清
单，却一无所获。后来，他开车到山东济
南，在山东省图书馆查找了两天，查阅了
25个县市的地方志，用手机拍下 1433张
资料照片，终于在一本关于渤海纵队战斗
历程的书中发现了线索。

有时，最笨的办法反而成了“捷
径”。面对陌生村庄，王吉仓会打开企业
信息查询软件，寻找同村同姓的经营者，
再辗转联系烈士亲属。抗美援朝烈士刘庆
阁的家人，就是这样找到的。当他拨通烈
士女儿的电话时，对方哽咽着说：“父亲
牺牲后，我们找遍了丹东和朝鲜，却没想
到他长眠在吉林……”后来，刘家人多次
致谢，王吉仓也深感欣慰。

这些年，王吉仓的“寻亲地图”越来
越远，去天津、到山东，只为确认烈士的
出生地；也曾为核实一条线索，整理资料
到凌晨。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战士
们用命换来了今天，我们至少该让他们

‘回家’。”

前不久，衡水市阜城县本斋纪念园迎来
了献县本斋初级中学的50名师生。他们心怀
崇敬，远道而来，祭奠长眠于此的冀中回民
支队烈士。

活动背后，藏着献县作家王英 7年的漫
漫寻访路——她走遍大半个中国，寻访散布
在全国各地的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
老战士，通过文字留住这些正在消逝的英雄
故事。哪怕身患癌症，她也没有停下脚步。

在这个过程中，她留意到，许多烈士的
亲人仍在苦苦寻觅烈士的下落，盼望烈士早
日“回家”。

2021年，青县籍烈士肖士相的家人找到
王英，希望她帮忙寻找烈士下落。王英根据
家属提供的信息，推测烈士可能牺牲在衡水
阜城县的高纪庄突围战中。随后，家属前往
阜城县本斋纪念园，经过信息核对，确认肖
士相烈士埋葬于此，多年寻亲梦终得圆满。

戴信烈士，是青县戴家庄子人，1939年
加入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作战英勇，
参加过多场战斗。1942年春，他被敌人包围
在高纪庄，不幸牺牲，也被埋在了阜城县本
斋纪念园。王英被戴信烈士的故事深深打
动，联系上其家人后，才得知，戴家三代人
一直不知道烈士埋葬地，已经苦苦找寻了80
多年。

多数时候，王英就像一位孤勇者，将寻
访英雄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事。从冀中平原
到天山北麓，从黄土高坡到羊城街道，只要
有健在老战士的地方，就有王英的身影。
2022年10月，王英被确诊为乳腺癌。即便如
此，治疗间隙，她仍坚持整理资料、联系健
在老兵，通过网络分享老兵故事。她用行
动，为烈士寻亲之路添砖加瓦，也让更多人
记住了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献出生命的英雄。

河北沧州，安徽怀远。
打开中国地图，这两个地点似乎没有

任何关联，但因为一个人、一场战役，却
画出了“同心圆”。圆心，就是77年前在
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沧州籍烈士们。

2019年清明节，怀远县七旬老人年
介涛致电本报，希望能帮助王万洪、郭立
东等一批疑似山东、河北一带的烈士寻找
家乡的亲人。

就此，一场跨越 70多年的“寻亲”
拉开了序幕。

根据年介涛老人提供的信息，沧州日报
发起“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成立寻
亲团队。不管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一旦获得
线索，大家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但寻找的过程比想象中要难。
6 年前，也是清明时节，天阴得很

重。志愿者们一路从盐山到海兴，又从海
兴到黄骅。

海风肆意地吹打，他们的内心却一片
火热。乡间小路上，走街串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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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走到天晚了，饿着肚子赶回沧州，
又连夜整理出资料；有的村里交通不便，大
家索性坐着村民的电三轮四处寻访……

苦么？累么？大家浑然不觉了。
即便如此，大家依然觉得，收获的感

动比付出更多。许许多多的感动挥之不
去：年介涛老人不顾年迈，在冀皖两地奔
波操劳；沧州社会各界志愿者，不图回
报，跟随记者走访、调研，赴外地查阅资
料；烈士亲属无怨无求，他们觉得，亲人
为国牺牲，无上光荣。

6年来，寻亲的脚步从未停歇。
作为寻亲队伍中的一员，记者对一次

寻访印象深刻。2024年 9月 30日，献县
籍作家王英帮漯河烈士谢振亚“申烈”成
功，为了及时赶到现场，记者辗转3趟火
车，仪式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可当时，正值铁路运输高峰期，从北京回
沧州的火车票一票难求。记者在候车大厅
一直等到深夜，才“抢”到了回沧车票。

深夜，在寂静的车厢里，寻亲路上的
点点滴滴涌上记者心头，到家时，天已大
亮，虽疲惫不堪，可心里却满是温暖，因
为每一次努力，都可能离帮烈士找到亲人
更近了一步。

记者亲历
那些难忘瞬间

感动

初心
志愿者王吉仓：
“寻亲地图”越来越远

志愿者王英：
让烈士“亲人”越来越多

帮烈士寻亲帮烈士寻亲帮烈士寻亲，，，我们一直在路上……我们一直在路上……我们一直在路上……

沧州日报拍
摄帮烈士寻找亲
人纪录片《寻亲
人·慰英魂》，请
扫码观看。

本报记者 杨静然 周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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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历年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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