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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遗憾：
王树林烈士的寻访没成功
一些烈士亲属因年老体衰不能来滨祭扫

这次寻访，惊喜多多，收获颇
丰，却也有不少遗憾。

如聂凤喜烈士，生前是华野卫
生部司务长，他曾在外地结婚，生育
了一对儿女，还给老家寄过信和照
片。但因为当时条件限制，老家亲人
未能与聂凤喜的妻儿建立联系。此
前，他的三个侄子就想借助网上志
愿者力量寻找亲人，至今未果，他们
再次请求滨州来客，帮助他们牵线
寻找。

再如王树林烈士的对接未成
功。根据零星的档案显示：王树林烈
士是金坛人，可花敖庆警官和滨州

寻亲小组再三寻访，三个疑似案例
并非是烈士老家所在。比如，经过现
场查阅村里族谱等信息，发现一个
疑似烈士名为王兆金，是牺牲在安
徽太和战役，与王树林信息不符。

另外，一个遗憾是一些烈士亲
属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 4月 3日的
祭扫活动。如傅士厚老人目前在南
京做手术，家人也要陪同，只得再找
时间来祭奠。

这些遗憾在所难免，但渤海革
命纪念园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继
续寻访，力争为每一名还未“认亲”
的烈士都找到老家、找到亲人。

红色，是滨州的底色。老渤海，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在“三好滨州”
呼唤里，在“心安城市”建设中，我们铭记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传承英烈
精神，建设好这方红色热土。此刻，让我们欢迎外地烈士亲属们的到来！

>>>渤海区曾接收了很多伤病员
有些人安葬在滨州

晚报记者 李振平 刘清春 李前军 孙 娜
通 讯 员 孙 颖 门雨萌 谭梦笛

今年，是渤海区成立 周年。
又是一年芳草绿，在清明节到来之际，渤

海革命老区纪念园组织了“致敬老渤海·为烈
士寻亲”活动。
根据“我为烈士来寻亲”全国公益组织志愿

者提供的线索，纪念园派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赴
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寻访烈士家乡，五个昼
夜，行程万余里，紧锣密鼓逐一对接、核实、记录，最终
成功寻访到 位烈士的老家亲属， 位烈士的亲属
人将参加清明祭扫活动。
一路上，有太多的故事震撼我们———
他们中，距离最远的张浩初烈士家在上海浦东，他牺牲时年仅 岁；
他们中，多数是第一次知道家里的英雄埋骨滨州，甚至有人第一次确认自己是

烈士家属；
他们中，有的妻子苦等丈夫多年，有的儿女没见过父亲，有的三代人接力寻找

家人的下落；
那么，为何要在此时举办这样的活动？在滨州热土上，为什么葬有很多外地烈

士？烈士亲属如何看待此次活动，怎么看待滨州？……
清明是绿色的春，更是红色的火。今天，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回顾“致敬

老渤海·为烈士寻亲”的万里之行，聆听那“ 年来家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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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历史的人都知道：从抗战到解
放，再到新中国建立，以滨州为腹地的渤
海区贡献巨大。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近
20万渤海子弟兵参军参战，55308名革
命烈士血洒疆场。

但很多人不清楚：作为华东战场的
后方基地，渤海区曾陆续接收了很多伤
病员。他们多数是在前线负伤，在滨州治
疗、休养。如 1947年夏，迟浩田在南麻
临朐战役中负伤，随后来到北镇鸿济医
院养伤。后来，他被转移到了阳信流坡
坞，被安排在王大娘家里住。在王大娘精
心照顾下，迟浩田养好伤，返回了战场。
离开前，重情重义的迟浩田拜王大娘为
干娘。

在渤海军区卫生部休养院提供的当
时坟墓图表和烈士牺牲信息中，曾有详
细记载。那时，渤海军区卫生部休养院在
北镇共分布有八个休养所，烈士陵园里
主要安葬的，就是当时牺牲在洪文、杨

家、耿家、林家油坊、山柳杜、郭家、苏家、
林家、樊家以及当时休养院驻地北镇北
村的烈士。

如江苏南通籍战士傅卜业曾在我市
樊家村养伤，却不幸在那过世。1963年，
儿子在樊家找到了傅卜业曾养伤时的房
东，并首次为父亲扫墓。

这段历史，今天的人很少知道，当时
人更难搞清楚。因为方言、谐音等问题，
墓碑上的名字、籍贯可能会有错漏，如烈
士“卜嘉青”的名字就被误记为“白嘉
庆”。因为这种历史的模糊，也因为当时
经济条件的制约，导致部分烈士亲属没
能到滨州“认亲”。

今天，互联网信息发达，“我为烈士
来寻亲”平台志愿者持续发力，纪念园和
烈士家属的双向奔赴之路日渐明晰。为
让烈士瞑目，让亲属安心，在掌握新线索
后，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策划组织了此
次“致敬老渤海·为烈士寻亲”活动。

>>>老父亲每次遇到当兵的都要喊：“大军啊，帮我找找我儿子啊……”

3月 19日，寻亲活动一组 4人驱
车赶往第一站：上海浦东。

早晨 7:30出发，一路上几乎没休
息，下午 5:30提前抵达。不顾旅途劳
顿，他们打破第二天再寻访的计划，立
即行动———他们说：“烈士亲属等了太
久！”

在那，张浩初烈士侄子张金根和
妻子接待了他们。满头白发的张金根
已 80岁，面对滨州客人特别激动。抚

摸着寻亲小组带去的墓碑照片，老人
喃喃自语：这就是叔叔的墓啊！

“我叔叔 13岁就跟着地下党走
了，我爷爷心疼的不行，到处去问、到
处去找。每当有当兵的人路过，爷爷都
要拉住人家问：‘大军啊，帮我找找我
儿子啊’，”回忆此处，张金根很伤心。

张金根介绍，叔叔张浩初排行第
四，是最小的儿子，家乡人称“张小
四”，童年极为穷困。当时，奶奶早逝，

爷爷既当爹又当妈，将孩子们拉扯大，
对小儿子尤其心疼。参军几年后，叔叔
张初浩曾回家探亲一次，背着小手枪，
很帅气很威风。

解放后，日子渐渐变好了，张浩初
却没了消息。爷爷虽说对儿子牺牲有
预感，但总盼望着老四能奇迹般回家。
最终，老人带着深深的不甘与伤痛离
世。

1980 年，在当地民政部门帮助

下，家人们才确认：张浩初当年已经牺
牲。

今天，在滨州客人的帮助下，他们
终于确认了张浩初烈士的所在———滨
州渤海革命烈士陵园。

捧着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的简介
折页，张金根细细地来回看，让滨州来
客在折页上写好联系方式，然后郑重
地收藏起来。

>>>一块块拼凑发黄碎裂的烈士证，一点点还原英雄的故事

当寻亲小组赶到江苏扬州江都区
吴桥镇谢桥村，王兆林烈士的侄子们
已等候多时，激动地诉说着关于亲人
的回忆。

正当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得热闹
时，其中一人略带颤抖地捧出了一件
传家宝———王兆林烈士证。

瞬间，整个房间寂静下来，大家目
光集中于那层层包裹的烈士证。因为
时间久远，那纸张早已发黄、支离破
碎，但一块也不缺。铺开一张白纸，他
们小小翼翼地将每一块放下，然后一
点点拼凑完整。那故事，随之渐渐清
晰。

王兆林烈士，15 岁告别亲人从
军。在家人催促下，他从部队请假回
家，结婚才三天就又离家了。这之后，
王兆林辗转在异乡战场, 与妻子相聚
的时间加起来不到 10天。王兆林 22
岁牺牲，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带着对新婚丈夫的思念、期盼，妻

子未曾改嫁，直到去世。多少年来，全
家人一直在找寻王兆林，即便知道他
牺牲了，也要寻找到他的墓地。

现在，终于确认烈士埋葬在了滨
州，全家人面对祭扫邀请，一点也不含
糊：“这还用问啊？我们当然要去，每家
每户都要去！”

>>>“他是我们全村全镇全地区的骄傲！”
英烈，都是老家人的骄傲。寻访

中，滨州一行常常听到当地有关部门、
村两委在骄傲的回忆烈士故事。

3月 20日下午的寻访就是如此。
在无锡市宜兴市官林镇南庄村，

说起烈士吕铁波的生前事迹，官林镇
退役军人服务站郑站长、村委会工作
人员、吕铁波烈士侄子吕昌明兴奋激

动，竞相对滨州来客介绍：“他献身革
命二十年！”“他参加过苏中七战七捷、
涟水战役！”“他动员过很多人抗日，其
中还有个和尚！”……

的确，吕铁波烈士的故事富有传
奇色彩。根据当地提供的《宜兴革命遗
址遗迹纪念设施汇编》、《宜兴英烈》等
书可知———1933年，吕铁波在方砚小

学任校长时入党。1937年，他动员龙
池山方丈恒海和尚参加革命。在宜兴
山区，恒海和尚的抗日游击队坚持和
日伪作战，直到牺牲。1944年，吕铁波
任宜南大队大队长、龙池区大队长，与
日伪作战。后调任堰头区区长，出色完
成天目山反顽战斗的支前工作。1945
年 10月，他随军北撤，先后担任营教

导员、教导团教导员，参加苏中七战七
捷、涟水战役等。1948年 10月在滨州
因伤亡故。

遗憾的是，吕铁波的儿子吕鲁捷
因身体原因不能到滨州扫墓，而由吕
铁波侄子吕昌明代表全家参加祭扫。

>>>傅卜业妻子死后与一把“滨州土”合葬

寻访中，滨州一行人发现：傅卜
业烈士的故事比较特殊。他家在
1963年就曾到滨州祭扫过，还与烈
士在樊家养伤时的房东成了世交好
友。

在江苏南通海安市家中，傅卜
业烈士的孙女付大鸣介绍：他们是
双烈士家庭———傅卜业、傅卜如兄
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在滨州养伤时，
傅卜业曾给家中去过书信，地址是
北镇樊家。1963年，根据信中线索，
傅卜业儿子傅士厚只身到滨州寻
访。
“那时候，交通不便，地址也不

明晰，只能是捧着地图边走边找。我
是先坐车到了济南，然后从济南沿
着黄河一路走、一路问，走了 300多
里地，鞋子灌满土，跑烂了鞋跟，终
于到了北镇，还见到了我父亲在樊
家养伤时的房东高忠实，他热情接
待了我，”傅士厚说，“高忠实父亲与
我父亲年龄相仿，亲如兄弟。”

自此，这远隔千里的两家人联
系密切，逢年过节互相问候。每到清
明节，高忠实就替傅家祭扫，到今天
还在坚持。

“十几年前，我陪着奶奶、爸爸
又去了一趟滨州，特意从爷爷墓上
捧了一把土回江苏。当年，奶奶去
世，我们根据她的心愿，让她与这把
土合葬了……”回忆到此处，付大鸣
眼里闪着泪花。

万里寻访路上，寻亲小组遇到
了不少像高忠实一样实诚善良的好
人，比如“寻亲达人”花敖庆。

花敖庆是金坛公安分局滨湖派
出所教导员，28年来先后帮助 50多
位寻亲人员找到了亲属。

今年 2月 10日，他在抖音上看
到了邱旺理发布的为金坛籍烈士寻
找亲人的视频。花敖庆根据烈士信
息一步步查询、求证，与渤海革命老
区纪念园对接，做足了前期功课。3
月 22日上午，双方见面后，花敖庆
就报出了王玉华、朱喜龙烈士亲属
的大致情况，以及疑似有王树林烈
士消息的三个村，让寻亲小组特别
感动。
“没想到常州有这么一位‘寻亲

达人’，可算是帮了我们的大忙。”纪
念园社会服务科副科长张景滨说。

>>>“我们都要去滨州扫墓，每家每户都要
出代表，一个都不能掉队！”

一边抹眼泪，一边诉说三代人
的寻亲路，这是很多亲属们的共同
经历。正因此，面对滨州方面的祭扫
活动邀约，老人们都当即答应。

在江苏宿迁梨园湾社区，双方
刚一见面，何云飞烈士的侄子何光
明就掏出手机，在高德地图上搜索，
他找到的是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的
具体位置，他告知滨州客人：自己一
定要参加滨州的清明祭扫。

特地向单位请假，静候滨州客
人的蒋和风说，“小时候，我就听妈
妈讲过，舅舅朱喜龙是烈士，但不知
道在哪牺牲的、葬在哪……舅舅是
我们全家的英雄，现在终于有了确
切的消息，今年清明节前，我们一定
会去看望舅舅。”

在江都区郭村镇张倪村，方庆

云烈士家属说：“我们都要去滨州扫
墓。自己花钱也要去。每家每户都要
出代表，都要到场！”

王玉华烈士的外孙女曹月兰
说，“只记得母亲说外公牺牲在山
东，具体不知道在哪。这一次，我一
定要去祭拜外公，舅舅也想去。”

在江苏宿迁市唐莫村，卜嘉青
烈士的侄孙卜金书讲完故事，当即
给在外地打工、居住的兄弟们逐个
打电话，约他们到滨州扫墓：“这次
咱们都要去祭扫！一个也不能掉
队！”

不止是亲属要来，不少当地村
委会负责人、志愿者还表示要陪同
他们来滨。如金坛烈士陵园工作人
员表示：“要尽可能地为大家去山东
祭扫提供必要帮助。”

“致敬老渤海·为烈士寻亲”

行程万里寻访四省一市
只为 年来“家的呼唤”

在上海浦东新区老港镇建港村，张浩初烈士
侄子张金根（中间老者）回忆叔叔的革命往事。

寻访方庆云烈士的事迹

项文中烈士亲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