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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个个承承诺诺，，烈烈士士名名册册流流传传33代代人人
17座烈士墓最终“正名”，莱阳老人寻找到哥哥的安葬地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报道

为了履行一个承诺，海阳市一个家庭将替军人保管的烈士名册保存了68年，流
传3代人。这家人的付出没有白费，今年村里的17座无名烈士墓搬迁时，民政部门发
现这本名册就是烈士的安葬簿。莱阳市一位苦苦寻亲半个多世纪的老人，终因这本
名册的出现，寻找到哥哥的安葬地。

一个月内

5座公厕遭黑手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孙芳芳 通讯员 丁明明) 公厕给
市民提供了方便，近来却屡遭黑手。
近一个月内，市区5座公厕接连被盗
且遭恶意破坏，环卫部门呼吁爱护公
厕设施。

9月2日上午，在新桥东路北公厕
内，公厕和管理间的玻璃均被砸碎，
洗手盆被砸成几半散落在地面上，公
厕保洁员正忙着收拾。据悉，仅一个
月内，就有新桥东路北、文化宫公厕、
北岛公厕、大润发西两座公厕，共计5

座公厕被盗被损。
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

厕设施被盗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
近年来市区94座公厕全部免费开放，
市区每月都会有一两起公厕被盗事
件。

对此，环卫部门一方面要求公厕
保洁员增加检查频率，另一方面组织
监察人员加大巡查力度。环卫部门呼
吁市民爱护环卫设施，如发现有恶意
损坏或盗窃环卫设施的，请及时报警
或联系环卫部门。

相隔14个小时

两人被毒蛇咬伤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王永军) 4日上午6点多，今年60岁的
宫先生不慎被毒蛇咬伤，来到毓璜顶
医院治疗，被紧急注射了抗蝮蛇毒血
清。3日下午，还有一名来自昆嵛山的
王女士被毒蛇咬伤，目前两人仍需在
医院进一步观察。

4日中午，记者在毓璜顶医院见
到了伤者宫先生。宫先生躺在病床
上正在打点滴，右脚的位置涂满了
黑色的药膏。宫先生家种了10亩苹
果树，一大早到苹果园里忙活。“谁
知让蛇给咬了。”宫先生说，当时感
觉右脚部位被咬了，接着看见一条
长1米左右的蛇逃窜了。宫先生仔细
一看，右脚上有几个牙印，他赶忙用
手往外挤血。宫先生说，一看情况不
好，就赶忙让家人把他送到医院救
治。

在宫先生病床旁边，还有一名被
毒蛇咬伤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51

岁，来自昆嵛山附近。3日下午4点多，
她从山上果园往家里走，在山路上不
慎被毒蛇咬伤。

奖励线索人赵女士30元

小情侣生争执

女孩闺蜜捅男子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王永军 ) 4日凌晨2点多，在烟台山
医院南院附近，一对小情侣因为感
情问题发生争执。女孩随后叫来自
己的闺蜜，闺蜜随身带着一把水果
刀。在争执中，女孩闺蜜一刀刺向男
子，男子受伤严重。目前，案件仍在
进一步调查中。

2日凌晨2点多，在烟台山南院附
近，一对小情侣因为感情问题发生
了争执。两人都在气头上，都不肯相
让。女孩情急之下叫来了自己闺蜜
帮忙。

随后，三人越说越激动，接下来
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女孩
闺蜜拿刀一下子刺向了男子的胸
部，血顿时迸溅而出。随后医院急救
人员来到现场。据知情人透露，女孩
的闺蜜还不满18岁。

奖励线索人闫先生3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孙淑玉 曲彦霖 ) 作为
苹果之乡，烟台能否尝试苹果
树做绿化，打造一条“苹果路”？
鲁东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梁美霞
产生这个想法后，开始对苹果
品种进行改良。经多年研究，红
肉苹果、芭蕾苹果和极矮化苹
果成首选。近日梁美霞提出用
苹果树做绿化树的观点。对此，
烟台市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称

这个观点可行，但还有待进一
步论证。4日，市园林管理处工
作人员同梁副教授碰面，对此
事进行探讨。

“如果真能做出一条以苹
果命名的路就太好了，烟台苹
果是咱们自己的品牌，这条街
一出来不但提升了烟台苹果
的品牌价值，还能促进旅游。”
土生土长的刘先生在报纸上
看到这个消息后，特意打来电

话。
4日上午10点来钟，烟台市

园林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同梁美
霞副教授在鲁东大学碰面，一
位具有精湛的科研技术，一位
有非常丰富的种植经验，碰面
营造了融洽的氛围。

梁副教授针对红肉苹果、
芭蕾苹果和极矮化苹果树的树
形等进行了描述，一旦种植成
功，特殊的树形和果实带来的

视觉效果势必给人们带来不一
样的感受，而且苹果属于蔷薇
科，具有可行性。

烟台市园林管理处的工作
人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
几种苹果树并不适合大面积种
植，并且需要将苹果树齐整紧
凑地种植，形成一面“苹果树
墙”。最后双方商定，对于这个
观点，烟台市园林管理处工作
人员称将向上级汇报反映。

《将来出现“苹果路”，你可别稀奇》追踪 >>

园林部门专家与梁美霞副教授碰面

齐齐整整紧紧凑凑种种植植，，““苹苹果果路路””或或可可呈呈现现

61岁的韩明军如今在海
阳经营一家茶社，他从抽屉里
拿出信封。暗黄的纸页上写着
一排排整齐的钢笔字，墨迹已
扩散，晕染在薄薄的纸上。

“上面共记载了17位烈士
的团籍和姓名，有的还有家庭
住址。”韩明军说，虽然过了六

七十年，但他坚信会有烈士的
家人在打探他们的消息。

韩明军试图根据名册上
的姓名信息打听这些烈士的
亲属，但一直杳无音信。他说，
这些烈士的祖籍以乳山、文登
居多，根据舅舅回忆，这些烈
士大多不满20岁，应该很少有

后代。
为尽快寻找烈士亲属，他

委托邻居在网上发帖，希望寻
亲的烈士亲属可以看到帖子，
在舅舅有生之年指认烈士的
墓址，让每一位烈士都魂归故
里。

奖励线索人于先生80元

公开>> 网上发帖寻烈士亲属

17年过去了，于风勤年事
已高，而交给他名册的军官一
直没有现身。他打算将这个秘
密告诉三儿子于成金。

提起名册，77岁的于成金
眼里闪着泪花，“从我9岁家里
就藏着这个名册，它跟了我大
半辈子。”

1 9 6 2年左右，2 6岁的于
成金从父亲手里接过名册，

用布包裹好，放在家里近三
米高的橱柜顶部，即使妻子
也 不 知 道 家 里 藏 着 这 份 名
册，对两个儿子也从未提过。
为保管好名册，他每年都会
趁家里没人，悄悄爬上橱柜，
擦拭查看。

10年前，于成金感觉身体
状况变差，最令他惦记的，就
是藏在家里的这份名册。他对

外甥韩明军说，父亲当年受一
位首长委托保管一份重要名
单，首长没有再来，但名单不
能丢了。当年的首长恐怕早已
离世，于成金希望外甥找到册
子的主人，帮这些烈士找到家
人。

就这样，在于成金家里保
存了41年的名册，转交到韩明
军手中。

保存>> 为承诺名册流传3代人

1945年，胶东军区八路军、
民兵万余人发起万第战役，歼
敌1 . 2万余人。战役中牺牲的烈
士，有的被葬在烈士陵园，有
的则远葬异乡，连名字都没留
下。

万第战役结束后，17名烈
士的遗体被运到海阳发城镇

西土堆头村，埋葬在村南侧的
土坡上，但没人知道这些烈士
的姓名和出处。

50多岁的于风勤在西土
堆头村很有名望，万第战役
结束不久，一位八路军军官
亲自登门找到他，托他保管
一份烈士名册，名册记录了

1 7名烈士的团籍和姓名。这
位军官告诉于风勤，一定要
不惜代价保管好名册，对任
何人不能透露消息，等解放
了就会取回。于风勤一直小
心谨慎地保存着，直到祖国
解放，他也没将这个秘密告
诉任何人。

缘起>> 受委托保管烈士名册 今年清明节前几天，西土
堆头村村委主任于海洋找到
于成金说，村里的烈士墓要搬
到海阳烈士陵园了，可没人知
道这些烈士的姓名出处。于
是，于成金将名单交了上去。

4月2日，西土堆头村的17座
烈士散墓统一迁往海阳烈士陵
园，民政部门根据于成金提供
的烈士名册，为这些无名墓一
一写上了姓名。发城镇民政办
公室主任于瑞胜曾看到名册复
印件，他说这本名册正是烈士
安葬簿，可以确定记载的烈士
姓名顺序与烈士墓顺序一致。

名册上交政府

烈士墓“正名”

“你们排的烈士顺序对
吗？”4月中旬，于瑞胜接到一
位莱阳老先生打来的电话。老
先生的哥哥在万第战役中阵
亡，从1945年起，家人就在寻
找他的葬身地，却始终没有着
落。老人说，这辈子最大的心
愿就是找到哥哥的坟，这是他
68年来的一个心结。

于瑞胜告诉老先生，这些
墓以前是无名墓，多亏一位老
人保存下来一份烈士名册，烈
士的安葬顺序肯定不会错。老
先生连连道谢：“终于找到哥
哥了，总算了了一个心愿。”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寻找哥哥68年

老人心结解开

韩明军最大的心愿
就是找到烈士的亲人，让
烈士亲属到墓地祭拜。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本子上写着牺牲
烈士的名字。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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