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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之道

临临沂沂““谷谷子子地地””4455年年苦苦寻寻8866烈烈士士
前后跋涉10万公里，只为让英灵碑上有名

儿时记忆>> 村边三座烈士墓连名字都没有

4月2日，躺在临沂市人民医院
南区的病房里，提起这些年来为
无名烈士找“名”的原因，郑沂家
说，“我就想让人们能记住他们”。

在郑沂家的老家临沂市河
东区汤头街道办事处上郑庄村，
曾有三座无名烈士墓，坐落在离

村子不远的汤山脚下。1959年，8
岁的郑沂家跟随父亲去汤头赶
集，对这几座烈士墓印象深刻。

“小碗粗的木头，从中间劈
开，就立在坟头前，上面也没有
名字，光写着‘革命烈士’”，郑
沂家回忆，当时坐在父亲推的

独轮车上，他听了很多关于烈
士的故事。

日本鬼子的炮楼建在汤山
上，有一天鬼子下山扫荡，郑沂
家的爷爷年龄大跑不动，和村里
其他没来得及跑远的六个人都
被鬼子开枪打死。鬼子没抢到东

西，把上郑庄村烧了。
在父亲的讲述下，8岁的郑

沂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
八路军的保护，村里老少爷们早
就让鬼子杀光了。

从那个时候起，郑沂家开始
牵挂长眠在村边的这些烈士。

清清明明祭祭亲亲友友，，网网上上诉诉衷衷肠肠
给逝者写信给生命留言，齐鲁晚报网推出清明节征文活动

本报济南 4月 2日讯 (记者
崔京良 ) 清明节即将到来，

祭奠故人，寄托哀思，齐鲁晚报
网全媒体策划了清明节专题活
动：写给天堂亲人的一封信及
写给生命的一句话。

清明时节缅怀先人，可以
祭扫献花，可以植树追思，而写
下一封信永久留存，又何尝不
是抒发思念的好方式？“写给天
堂亲人的一封信”，或寄托哀

思，或回味亲情；可写诗作词，
也可随笔抒情。

“写给生命的一句话”，可以
寄托理想，也可以品味人生，都
可以写。

您可以登录齐鲁晚报网论
坛(http：//bbs.qlwb.com.cn)，在
清明节主题帖下跟帖“写给生命
的一句话”，或者写下“给天堂亲
人的一封信”；通过新浪、腾讯微
博@齐鲁晚报，也可以通过微信

直接回复齐鲁晚报官方账号参
与互动；或者拨打齐鲁晚报热线
0531-82667782留下心语。

此外，齐鲁晚报全媒体还
推出“随手拍”活动，网友们在
清明节出游踏青之际，可以利
用手中的相机和手机，随手记
录所见所闻和风土人情，记录
春游心情，通过齐鲁晚报网论
坛与他人分享。

作品要求：所有作品要求原

创(未公开发表)，不得抄袭、套
改，请自行保存底稿。“写给天堂
亲人的一封信”字数在800字以
内，要把握时代特点，内容积极
健康、易于传播，有真情实感，体
裁不限。“写给生命的一句话”可
图文并茂，字数不限。“随手拍”
作品以图片为主，辅以必要的文
字说明，能形成图片故事最佳；
画面清晰易于辨认；图片宽度不
大于1000像素。

百寻不得>> 用买冰箱的钱为三名烈士立碑

1969年，郑沂家入伍，加入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113师
337团“钢八连”。从那个时候起，
他开始为老家村边的三位烈士
寻名。

郑沂家说，在部队11年，他
利用各种机会寻找知情人，走访
经历过战争的退休老首长，去烈
士陵园或者干休所，找了1200多
人，但都没有结果。

1980年，郑沂家转业回到临
沂，找寻重点放在沂蒙山区。但
打听了300多人仍毫无头绪。

1998年建军节前，郑沂家瞒
着妻子，用家里准备买电冰箱的

2000多元为三位无名烈士立了
碑，因为不知道烈士的真名，郑
沂家决定暂用“魏中华、盛伟大、
司光荣”3个名字，取谐音：“为中
华，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柳暗花明>> 得到线索三次南下终解儿时心结

一个退伍军人为无名烈士立
碑，许多人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一
信息后，纷纷给郑沂家提供线索。

2000年的一天，一位叫马德
水的德州人找到了郑沂家，说哥
哥马德山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在
临沂一带，并且提供了马德山当
时所在部队的编号：38军。

郑沂家一路找到了住在南
京的原38军老首长。老首长回

忆，当时部队确实有一位德州籍
马姓战士，牺牲在当年的汤山战
役。根据老首长提供的线索，郑
沂家又远赴北京，找到了原38军
的一位陈姓首长，他说与马德山
一起牺牲的还有一位叫卢百胜
的江苏籍战士，两人是一个班的
战友，牺牲后就葬在山下。

郑沂家又开始寻找第三位
烈士的名字。2004年的一天，他

得到线索，烈士可能来自江西南
昌的一个红军村。郑沂家赶往南
昌，一位老领导说，部队有一位
姓刘的江西籍小通讯员牺牲在
汤山，临沂李官镇夏村有位李姓
老人，帮忙掩埋过烈士遗体。

几经周折，郑沂家见到了84
岁的李姓老人。老人回忆，当年
战役结束后，自己确实从战场上
背下了一位受重伤的小通讯员，

后来因为伤势太重牺牲了，埋在
了汤山。他依稀记得听到那个小
战士说自己叫“英明”。

为了求证这个名字，郑沂家
再次奔赴红军村，听到“刘英明”
三个字，老领导一下子记起他就
是那位牺牲在汤山的战士，牺牲
时年仅18岁。

至此，郑沂家终于解开了从
8岁开始萦绕心头的牵挂。

脚步未停>> 花光积蓄，又替83位烈士找到名字

三位烈士的名字找到了，但
临沂的茶山烈士陵园212名烈士
中仍有近200位烈士“无名”。

为了帮这些烈士找名字，郑
沂家换了好几次工作，工作之余
他四处走访，南到海南，北到哈尔

滨，西至陕西，足迹遍布全国二十
多个省份，行程近10万公里，采访
老八路、老红军2000多人。

郑沂家让妻子王德云在家
专职接热线，他外出奔波。“结
婚时，他心都扑在军营里，一年

到头探不了一次亲，好不容易
转业了，又到处帮着烈士找名，
花光自己的工资，又花光家里
的积蓄。”说起郑沂家，妻子王
德云有很多抱怨。

但郑沂家固执地坚持。继

村边3个无名烈士后，他又帮83
位烈士找到名字，并亲自将这
些名字刻在了茶山最高峰。

一周前，63岁的郑沂家因病住
院了，但他不服老，盼着赶紧出
院，继续为无名烈士找名字。

一个人，45年，
10万公里。这三个
数字相加之后的结
果是86个名字，烈士
的名字。

1959年，8岁的
郑沂家不会想到，村
边3座无名烈士墓将
会成为他此后大半生
的牵绊。从1969年参军
开始，郑沂家帮助安葬
在临沂的86名烈士找
到了名字。

在电影《集结号》
中，谷子地为了属于九
连47个弟兄的荣誉，用
尽毕生时间寻找死难战
友。郑沂家堪称临沂版

“谷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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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躺在病床上的郑沂家向记者讲述自己为86位烈士找到名字的故事。

扫描二维码，浏览齐
鲁晚报网清明节专题。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