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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散葬烈士

集中管理

以上调查摸底的结果，
让人不禁心生隐痛，更引起
了临沂市委、市政府的重
视。作为具体实施部门———
临沂市民政局决定从 2009

年年底开始，把烈士尤其散
葬烈士纪念设施的建设与
管理作为缅怀先烈、激励后
人、培育民族精神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以此来追忆烈士
的功绩，告慰他们的在天之
灵。

前段时间，包括伊廷
进等在内的各县区所辖镇
民政办工作人员，根据市
里制定的《零散烈士墓集
中管理实施方案》，纷纷走
向田间地头，对散葬烈士
的姓名、性别、牺牲时间、
牺牲地点、安葬地点等情
况进行逐人逐户的摸底调
查。

“通过到基层摸清底
数，做好普查登记工作后，
各县区要出台《零散烈士墓
集中管理实施方案》，来规
划、设计好散葬烈士墓集中
管理园址、形状、方法、步
骤。并按照属地管理的原
则，建立相应组织，分工负
责，责任到人，严格落实好
散葬烈士墓的管理责任单
位及责任人。力争 2012 年
全部完成散葬烈士集中管
理工作任务。”谈到零散烈
士墓集中管理工作具体实
施进程，焦红侠这样做了解
答。

最近这几天，伊廷进也
正在积极为散葬烈士们回
归“大家庭”继续奔波着。

“我们在近期入户问询是否
搬迁时，个别烈士亲属存在
封建观念，认为迁墓会破坏
家族风水，不愿迁墓。对此，
我们虽感无奈，但也必须注
重当地的风俗，照顾烈士亲
属的合理要求，并与他们签
订书面协议，让他们下一步
确实管理好烈士墓。”说到
工作面临的一些问题，伊廷
进认为解决办法总比问题
多。

同时，到目前，全市已
完成与尚在进行之中的，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集中管
理工作仅占全市的 3 0% ，
实行集中管理工作的任务
还十分艰巨，而资金制约
是最大的瓶颈。为此，在要
求各县区高度重视这项工
作的同时，临沂市民政局
也将努力争取资金扶持，
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集中
管理完成快的县区给予资
助。

再过一段时间，闫兴家
老人守候 70 多年的无名烈
士墓就要离他而走了。“迁
走就迁走吧，70 多年了，他
早就应该回到‘大部队’了，
省得他自己天天孤零零地
呆在这里，让人看着心里难
受。再说，我年纪也大了，孩
子大多数时间又都在外面，
我还担心以后没有人再照
看他。这回好了，等他搬到
陵园后，或许还能找到自己
的战友和组织，那样就更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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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歌：

90 岁老人守卫

无名烈士墓 70 余年

11 月 14 日中午 12 点，寒冷的
山风扑面而来。记者与蒙阴县野店
镇民政办主任伊廷进一行来到该
镇安平崮村，见到了今年 90 岁的
闫兴家老人。老人正在他守候已经
70 多年、在家前不远处的那座无名
烈士坟前等待我们。

在记者面前的闫兴家老人身
体很硬朗，眼不花耳不聋，但在这
70 多年间，来看这座无名烈士墓的
次数，他已经记不很清楚了。顺着
这座坟头正前方，闫兴家老人向我
们讲述了这座烈士墓的由来：“可
能是 1940 年，也可能是 1941 年，具
体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得了。只
记得那时正是打鬼子最困难的时
候，发现无名烈士那天是大年初一
下午，俺还清楚地记得，饺子刚下
锅，鬼子就来扫荡了，晚饭都没来
得及吃，全村人就都逃到安平崮上
去了……”

那天夜里，发生了一场激烈
的战斗，交战的双方是八路军和
日本鬼子。据老人回忆，战斗结束
后，大家开始赶回村里。在回家的
路上，他的爷爷听到了村外山沟
里传出一阵阵“哎哟、哎哟”声，赶
紧跑了过去。一看，一名三四十岁
的八路军战士正躺在山沟里痛苦
地呻吟着，此时，这名战士已经说
不出话来。闫兴家的爷爷仔细一
看，这名战士腰部已经被鬼子的
炮弹炸伤，伤势很严重，其中一条
腿已无法动弹。闫兴家的爷爷赶
紧喊上另一位村民，一起将这名
战士搀扶到村外一间隐蔽的场房
内藏了起来，并安排闫兴家等家
人想法给战士弄来吃的，想让他
存活下来。

但是这名战士伤势过重，一
直处在昏迷状态。由于村里没条
件医治，看着受伤战士痛苦的样
子，闫兴家及其爷爷、村民们心急
如焚，但也束手无策，只能更加细
心地照顾他。但不幸的是，这个无

名战士还是在两天两夜后牺牲
了。自始至终，闫兴家一家和村民
只听出这位战士含糊的口音像是
山东本地的，但他具体叫什么名
字，是哪里人，闫兴家他们无从得
知，这也成了闫兴家老人的一大
遗憾。

无名战士去世后，闫兴家老人
和家里、村里的长辈们就把这位无
名烈士安葬在了他家门前不远的
地里。从此，每年的春节、清明节、
中秋节等传统节日，闫兴家都会带
着祭奠用品，和家人一起来到这座
无名烈士墓前，点上一柱香，洒下
一杯酒，磕几个头，并在每年清明
节时添一把新土，以告慰烈士的在
天之灵。直到今天，老人已坚持了
70 多年。

一位耄耋老人 70 年如一日默

默守护这座无名烈士墓，已在当地
传为佳话，他的这一行为也得到当
地社会各界的敬仰。当有人问他为
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时，闫兴家老
人总是说：“在那个战争年代，有多
少当兵的在外面打仗，不幸牺牲
了，死后仍回不了家。我们每个有
良心的人都会和我一样这么做
的！”

隐痛：

零散烈士墓孤居

田野地头显凄凉

其实，并不是每一名散葬在民
间的烈士墓都会像这名无名烈士
一样得到后人的守望。目前，在临
沂，有散葬烈士墓 15000 余座，分布

在 2000 多个村庄的田间地头上，绝
大多数无人管理或者缺乏有效的
管理。

11 月 14 日下午，在安平崮村
七八里外的蒙阴县野店镇大山村
外西北一片果林里，伊廷进指着两
个小坟头告诉记者，这是两座烈士
墓。这两座墓没有墓碑，坟头离地
面也就有 10 多厘米，并掩映在杂
草当中，与周围高大的普通坟墓相
比显得十分矮小。

而在蒙阴县野店镇棋盘石烈
士陵园内却是另外一种场面，虽
然这里的 130 多座烈士墓没有高
大的墓碑，但是这里没有杂草，都
是一排排、一座座掩映在松柏林
中。伊廷进说，每年清明节，这里
的烈士墓都会被工作人员添上新
土。

伊廷进说，根据他们前段时间
的普查，目前，全镇还有 21 个散葬
在山村地头的烈士墓，大多数是无
名烈士，几乎无人管理。这一个多
月以来，伊廷进和同事们对全镇散
葬烈士进行了摸底调查，然而，在
近几天的走访中，由于个别烈士后
代的传统观念以及迁葬经费等问
题，伊廷进他们发现将散葬烈士集
中起来管理这项工作并不是想象
中的那样简单。

作为全市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集中管理工作具体实施者之一、
临沂市民政局编办科长焦红侠也
有同感。她告诉记者，临沂是烈士
大市，先后有十万烈士为国捐躯。
同时，由于战争年代环境严酷，牺
牲的烈士大部分就地零散安葬，
形成了大量的零散烈士墓。长期
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历经多年的
风吹雨打，很多烈士墓破烂不堪，
杂草丛生，纪念标志难以辨认，还
有的被耕地、修路逐渐蚕食。还有
部分零散烈士墓位于农民责任田
里，引发的矛盾纠纷比较多。而且
目前临沂市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
理上的滞后现状，不仅使其正面
作用难以发挥，而且会给前来悼
念的群众心理上带来了不良的负
面影响。

本报记者 韩纪功 左肖
通讯员 西高 国栋

有人说，烈士精神是国
家和民族的永恒记忆；烈士
纪念设施则是弘扬烈士精
神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
有效载体。如今，在全国各
地，很多烈士都已安葬在烈
士陵园或革命公墓，然而，
仍散落在民间的一些有名
或无名烈士墓，由于长期缺
乏修缮和保护，他们的事迹
和名字逐渐被后人遗忘。

作为革命老区，临沂市
从 2009 年底起，下发通知
开始集中对境内零散烈士
墓进行了摸底普查。今年
11 月 4 日，临沂召开全市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集中管
理工作会议，指出力争到明
年，完成 1 . 5 万余座零散烈
士墓的集中管理工作，就近
将他们安葬在各县区、乡镇
烈士陵园内，告慰这些烈士
的英灵。

集结号吹响
1 . 5 万英烈“回家”

图为华东革命烈士纪
念塔。（资料片）

记者 廖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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