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20岁时

就跟着伯父打游击抗日
“40多年，我终于找到你了，爸爸。”8月12日下午，济南历城烈士

陵园里，烈士梁师贵73岁的儿子梁涛然跪在坟前，痛哭流涕。自父亲
牺牲后，梁家四代人坚持不懈地寻找着父亲的墓地。梁涛然先后2次
来到济南、多次委托朋友寻找，从壮年到白头他终于找到了父亲，
实现了一家四代人的愿望。

梁家的故事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梁涛然说，他经常听伯父
梁师平讲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抗日战争打响后，地处胶东地区的
荣成县成立了抗日武装。功夫好、号召力强的伯父梁师平被推选为
荣成地区抗日武装第一任大队长，他带领战士们顽强抗战，成为让
日军闻风丧胆的人物。

在梁涛然眼中，伯父梁师平有胆有谋。一次，梁师平在荣成某
村中召开秘密会议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外呼喊他的名字，他谨慎地
向外张望，发现墙外已埋伏不少日军。得知被出卖后，梁师平对战
友说 :“我已经暴露了，敌人是冲我来的，你们先隐藏在屋里，我来引
开他们。”说着一身功夫的他纵身一跃，抓住房梁翻身用脚将茅草
屋顶踢开一洞，随即向外抛出一枚手榴弹，开了两枪。趁着敌人被
手榴弹引开，梁师平翻上房顶，顺势一跃跳过围墙跑到了对面的街
上。“我在这里。”为把日军吸引过来，梁师平边跑边喊，日军则在后
面追，幸好梁师平对地形熟悉，最后摆脱了敌人的追赶。后来，梁师
平还与战友两人化装成老人进县城赶集，用藏匿在篮子里的斧头砍
死两名日军士兵，缴获两支枪支。

梁涛然说，在伯父的带动下，1941年，年仅20岁的父亲梁师贵就
跟在县区打游击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加入解放军参加了许多
战役，后来不幸牺牲。

为报喜讯

再次前往济南寻父亲遗骨
1974年，梁涛然退伍后来到了东营，安定下来的他决定去济南

寻找父亲的遗骨。因为没有任何头绪和线索，他茫然地在济南革命
烈士陵园中寻找几天后，只能心灰意冷地回到东营。随后的多年
间，他委托朋友、队友在济南打听父亲的消息，但没有任何进展。

1988年，他抱着一丝希望又来到了济南，这次有了意外的收获。
在济南市民政局，他收到了一张《烈士证明书》，除了“梁师贵”被写
成“梁士贵”其他信息全部吻合，牺牲地址为“胶河”。但济南并没有

“胶河”这个地点，梁涛然再次发动朋友询问信息，却始终没有任何
收获，多年后，梁涛然才知道父亲牺牲的地址被写错了。

2015年，梁涛然的两个孙子双双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喜出
望外的他很想和父亲分享这一喜讯。在老伴的支持下，8月12日，梁
涛然再次赶往济南，但这次一家四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济南市民
政局工作人员说，历年来，国家对革命烈士寻根非常重视，经过多
年的努力，一些部队番号在多方查证下已逐渐清楚。工作人员立即
与各区民政局、烈士陵园取得了联系。“您的父亲是梁士贵吗？籍贯
是荣成凤山区常家？”“对，就是。”梁涛然从座椅上一跃而起，眼泪
模糊了双眼。

当天下午，在胜利油田集输总厂孤岛原油库工作的梁涛然的二
儿子梁武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父亲泣不成声：“你爷爷的
墓地找到了……”8月16日，梁涛然带着老伴、儿子、孙子等八人来到
了济南祭拜。梁涛然说，自己4岁那年父亲参军后再没能回家，留在
记忆深处的是父亲扛着枪、高高大大的背影，即使童年里没有父
亲，父亲依然是自己心中的英雄。

烈士的忠骨仍与自己的战友埋葬这青山翠柏之中，梁涛然一家
人深深鞠一躬。烈士安息，浩气长存。

古稀老人坚持不懈，终于找到烈士父亲遗骨

40多年寻亲路牵出一段抗日传奇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郝敬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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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丁洁) 每到周二、周五上午，
胜中社区物华党员服务社的小院内总会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居民们从
四面八方聚集到物华党员服务社，就是奔着“百事帮”服务队，寻找自己
需要的志愿服务来的。自胜中物华党员服务社“百事帮”服务队成立4年
来，志愿者根据各自特长在辖区内定期开展多种特色服务，志愿者无私
奉献的精神不仅赢得了居民称赞，也在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的同时，促
进了小区的和谐发展。

据悉，为了给小区内居民尤其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所需的志愿服
务，2011年9月胜中社区物华党员服务社将有一技之长的小区党员聚集起
来，成立了“百事帮”便民服务队，志愿者将居民需求与各自特长相结合，
在辖区内推出了“磨剪子、戗菜刀”、“理发”、“爱心手链”、“义诊”、“缝
纫”、“手工编织”、“修伞”、“义务照相”、“爱心捐款”9项特色服务，并于每
周二、周五上午，定期在物华党员服务社举行志愿服务活动。

该服务队成立四年以来，“定期服务”成为志愿者严格遵守、约定俗
称的制度，每到固定活动日十余名志愿者便早早来到现场服务四面八方
的居民，现场也总能形成热闹熙攘的景象。

76岁的老党员冷彭坛和75岁的田松堂是最早加入便民服务队的，平
时自已琢摸出了一套磨剪子戗菜刀的“绝活”。自从两位老人开始到物华
党员服务社为居民服务以来，他们的好手艺逐渐在小区内小有名气，前
来要求服务的居民越来越多。磨剪子戗菜刀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
常常一上午的活干下来，两位老人已是腰酸背痛。尤其在冬天，由于经常
沾水，老人的双手常常冻得通红，甚至裂着口子。但两位老人总是说：“居
民大老远来了，不能让他们失望。”对一些行动不便的居民，他们就上门
提供服务。参加便民服务活动以来，两位老人已为居民磨剪子、戗菜刀四
千余把。当居民关切地问冷大爷身体是否受得了时，冷大爷总会一脸知
足地回答：“别担心，我的身体很好。作为一名党员，要力所能及地为大家
做事才算有价值。”

在便民服务志愿者里，有一位名叫朱翔的小伙子，2010年毕业后，他
成为党员服务社的最年轻的志愿者。朱翔平时酷爱摄影，在学校也学过
摄影知识，加入便民服务队后，他郑重承诺要为居民记录美好的瞬间。从
此朱翔的“义务照相”服务受到了居民欢迎，每次活动居民们总是争先恐
后的排队等候他照相，期间他还为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拍了标准像，让老
人家高兴得合不拢嘴。应居民邀请他还来到了居民家中，为一些行动不
便、生活困难的老党员免费拍摄“全家福”，深受小区居民喜欢。

据“百事帮”便民服务队志愿者官明福介绍，便民服务队成立之初曾
遭到居民的质疑，许多人不相信他们的服务技能，更对这个“定期服务”
能坚持多久持怀疑态度。但多年来，志愿者在根据居民要求提高服务水
平同时，将定 期服务当作严格的规定，坚持开展“磨剪子、戗菜刀”、“理
发”、“爱心手链”、“义诊”、“缝纫”等特色服务。就这样“百事帮”便民服务
队的名声传播开来，近到物华苑小区、远至西五区越来越多的居民来此
寻找志愿服务，志愿者也总是耐心地完成每一次服务。“这是对我们来说
是种肯定，也是鼓励。”官明福说。

在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的同时，志愿者也借此开展防盗防骗、
安全教育、油田决策部署等形势任务的宣传引导，为广大居民提供了学
习交流的平台。“在很多志愿者心中，最好的回报就是居民脸上的笑容和
一句真心的谢谢，而我们收获的则是快乐。只有我们小区的环境和谐融
洽，我们才能生活得更舒心。”官明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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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志愿服务促小区和谐发展

胜中“百事帮”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获好评

听抗战老兵
讲革命故事
近日，热电联供中心的志愿者们

来到牛庄镇敬老幸福园，看望抗战英
雄王友庆。据了解，现年88岁的王友
庆在经历抗日战争时曾立过两次战
功，荣获6枚奖章。在与抗战老兵的交
谈中，王友庆向大家讲述了战争年代
的抗战故事，志愿者纷纷被老人身上
宁死不屈、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所感
动，感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活动
结束后，志愿者们为抗战老兵送上了
精心录入的1700多首经典红歌视频
机，并且祝愿老人安度晚年。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徐
航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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