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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鲁西北烈士陵园里 936 名烈士六成找不到家

民间组织自发为烈士寻根
本报记者 刘云菲 实习生 刘福芹

莘县鲁西北烈士陵园是聊城市最大的革命烈士陵园，有 936 名烈士长眠在此，其中有六成烈士找不到家。聊城的
几位市民得知这个情况，自发成立“送烈士回家志愿者协会”，帮助烈士寻根。他们也希望更多人来关注这件事，加入入
到帮烈士寻根的行列中来。

8 日上午，“送烈士回家志
愿者协会”发起人周法利和另
外几人来到位于莘县的鲁西北
烈士陵园。陵园正中间有一块
大型纪念碑，上面记录着长眠
于此的烈士姓名、牺牲日期和
籍贯情况。记者发现，其中有很
多烈士没有籍贯的记录，大部
分烈士牺牲于抗日战争中。

在陵园里有两排烈士墓，
26 位烈士的英魂安葬在这里。
在墓群的正中间，有一座墓碑
略显不同，墓碑上只写着“烈士
王指导员之墓”几个字，再无其
他信息。

周法利等人想首先帮这位
“王指导员”找家。鲁西北烈士
陵园原工作人员闫怀义说，这
里有 11 座有名字的烈士墓，只
有这位“王指导员”不知道名
字。“烈士陵园里有 936 位烈士，
其中六成找不到家，还有 200 位
烈士是外籍人士。”

闫怀义说，受间隔时间长、
行政区划变动等因素影响，烈
士信息不全是寻根的最大困
难，当他们得知有民间组织自
发帮忙寻找时非常激动。“我已
经退休了，在这里工作了 20 多
年，每天陪伴着他们，可是很多
烈士孤单单埋葬在这里，家人
还不知道，我心里不是滋味。”

当天，周法利等人又驱车
赶到了距离鲁西北烈士陵园几
十里远的鲁西抗日爱国党性教
育基地，到这里搜集烈士的有
关资料。

恰巧，莘县民政局的相关人
员正忙着为莘县周边的烈士准
备集体安葬的事情。该民政局优
抚科工作人员说，莘县在册本地
烈士共有 2120 名，所有的烈士
都有名字记载，但其中也有部分
烈士由于安葬在外地，登记失
踪。“民政部要求集中管理烈士，
我们把周边的烈士幕迁往莘县
的三个地方，统一立碑，在本地
的烈士几乎都能找到亲人，经过
亲人的同意，才能迁墓。”

该负责人说，一些烈士墓长
期散落在各地，这次集中管理，
烈士的家属非常赞成，很多烈士
的亲属在签字的时候很激动，眼
里含着泪水。“今年我们与山西
当地联系，找到了一位莘县的烈
士，把烈士的墓迁回了家乡。为
烈士找到家，对于烈士、烈士家
属和我们当代的每个人都有重
要意义。为烈士寻亲的难度确实
非常大，我们也与外地的民政局
联动，形成互动，但是更需要各
方面的努力，民间的力量是非常
强大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关
心这个问题。”

周法利是一位个体经营商，
不久前，当他看到山西省襄汾县
市民段铁良来聊城找寻他的亲人
段荣彦烈士的时候，心中就萌发
了帮烈士寻找家的念头。“烈士
是应该被我们牢牢记住的人，很
多人连家都找不到，我心里感觉
很不好受。我跟几个朋友商量
了，他们都支持我。单纯靠亲人
来找烈士太渺茫了，山西的段铁

良要不是偶然发现了信件，也不
会知道信息，找烈士的家还得靠
全社会。”

市民王先生也加入了该组织
的行列，今天他特意请假跟着周
法利一起过来找烈士的线索，
“可能跟当过兵有关，一听有这
个组织，我很高兴，这是件有意
义的事情。”

周法利说，像烈士“王指导

员”这种情况，他们打算找出烈
士陵园的烈士名录，挨个对照，
也许会查出蛛丝马迹。“我已经
筹划建立网站，已经将注册协会
的材料送交给民政局。我们跟陵
园的负责人商量了，想把烈士的
名录登陆在网上，便于亲人查
找。如果需要到外地去，我们也
去，自己家的这辆车就捐给协会
了，专门做这件事。”

筹划注册协会，自费帮烈士找家

帮烈士找家

希望更多人加入

寻根之路从烈士
“王指导员”开始

在鲁西北烈士陵园，周法利等人正在观看烈士碑，寻找线索。 本报记者 刘云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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