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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埋骨骨他他乡乡的的烈烈士士，，找找到到你你好好难难
生前信息少、家境困难等阻隔了亲属们的寻亲路

寻亲的多是第三代，掌握的信息和档案不完整

““寻寻亲亲电电话话一一年年比比一一年年少少””
等了65年，终于把父亲接回家

4日早上，江苏吴江的烈属陈
菊兴父子一下火车便赶往济南市
革命烈士陵园。父子俩此行是要
接亲人陈春华回家。“爸，我来接
您回家了。”在烈士骨灰堂，陈菊
兴喃喃道，“等了65年，这辈子最
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据陈菊兴介绍，自己父亲陈
春华于1946年参加革命随军南征
北战，后因积劳成疾于1950年5月
27日在山东省荣军管理局疗养院
病逝，并安葬于济南段店一带。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陈菊兴

委托家住济南的表哥任孝仪寻找
父亲下落。受其委托，任孝仪便找
到英雄山烈士陵园寻求帮助。济
南烈士陵园工作人员高甜甜告诉
记者，当时除“陈春华”这个名字
外，找不到其他信息，使得寻找一
度陷入僵局。

在吴江县陈菊兴看到了一宗
关于陈春华的手抄档案，档案上
写着：“济南段店孔庙村”。

可高甜甜在段店找了半天也
未找到孔庙。“地名办查找后，证
明段店只有一个红庙村。”高甜甜

称，自己又向本园退休员工打听
相关消息得知，骨灰纪念堂曾于
1980年集中迁入一批烈士骨灰，
“根据这些，我们基本确认纪念堂
里就有陈菊兴老人的父亲”。

此后，高甜甜等工作人员又
向吴江当地政府求证，相关工作
人员称，该手抄档案是当时电话
口述记录而成。“我们推测，苏鲁
两地口音不同，‘红’字听成‘孔’
字。”高甜甜说，最后经进一步实
地考察，认定档案上记载的孔庙
村就是红庙村。

尚有32具烈士骨灰等待家属认领
据悉，济南革命烈士陵园骨

灰纪念堂尚有32具像陈春华一样
等待亲人认领的骨灰，32具骨灰
的存放时间均在30年以上。除了
无主烈士骨灰，济南革命烈士陵
园墓地区也有众多无主墓碑等待
寻亲。“目前陵园里共有800多位
有姓名的烈士墓碑，但只有24位
烈士找到了家人。多数墓碑还没
有亲人来祭拜。”济南烈属寻亲办
公室工作人员张咏梅称。

为了帮助烈属尽快找到自己
的亲人，济南市革命烈士陵园在
2009年就成立了烈属寻亲办公
室。烈属寻亲工作的流程：寻亲家

属从济南战役纪念馆网页在线寻
亲或者拨打寻亲电话（0531—
82030609），工作人员则通过烈士
英名录为其查找。

据张咏梅介绍，山东省的《烈
士英名录》共有13卷31册，记载了
22万名烈士身份信息。但英名录
根据烈士的家乡籍贯归类，如果
烈属说错村庄名或者之前村社已
经改名，便难以查找亲人。

张咏梅介绍，由于烈属提供
的信息资料不全，以及相关历史
档案记录不完整，烈属寻亲工作
往往都“无功而返”。“很多都是在
烈士英名录上能找到人名，却没

有记录牺牲地址，墓碑也就无法
找到。”

张咏梅5年来一直都负责接
听寻亲电话，“从打来寻亲电话的
数量看，寻亲的一年比一年要
少。”张咏梅说，从2009年济南战
役纪念馆开通烈士“寻亲热线”以
来，寻亲电话从最初的每年1000
多，减少到现在不足100个。

对此，张咏梅分析称，大多数
寻亲的烈属都是第三代寻找爷
爷，而第三代掌握的相关信息往
往都很少；还有许多烈属“因与上
一辈亲情不浓厚，便直接放弃了
寻找”。

4日上午，71岁的江苏老人陈菊兴实现了盼了65
年的心愿，找到了烈士父亲的骨灰。这是济南革命烈
士陵园“烈属寻亲办公室”第32次帮烈士找到“家”。烈
属寻亲活动开展五年来，济南市革命烈士陵园尚有32
具烈士骨灰、780余座烈士墓碑等待寻亲。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实习生 李天琪 田梓祎

烈士“寻亲”，幸运的只是少数。从3月18日本报开始陆续公布170位“寻亲”的山东籍烈士名单
以来，陆续有将近300位读者打来电话，寻找失去音讯多年的烈士亲人。他们埋骨何处？有什么途径
找到他们，以慰埋在心底几十年的思念？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时培磊 王建伟 实习生 任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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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菊兴父亲陈春华的遗照，仅存一张。

4月3日，在辽宁锦州的解放锦州烈士陵园里，540块抗美援朝烈士的墓碑前只有一个有花。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摄

烈士陵园

援朝烈士墓前

鲜有人祭扫

4月4日，清明节将至，在辽
宁锦州解放锦州烈士陵园里，一
片安放志愿军烈士墓穴的区域，
只有一块墓碑前面排放着鲜花。
而在南侧不远处的墓地群中，紧
邻着抗美援朝烈士墓地的，是60
位新近牺牲的烈士墓地，他们大
都是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的警察。
两处墓地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位于东北角的新近牺牲烈士的
墓地，供满了鲜花，有不少亲人
前来祭扫，而紧邻的大多数抗美
援朝烈士墓碑前则冷冷清清，无
人祭扫。

“这个陵园共分南北两处，
安葬着近两万烈士的英魂。北侧
主要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
士，南侧安放着在朝鲜战争中牺
牲的烈士。”陵园管理人员称，

“陵园是在1998年左右落成的，
之前一些烈士的墓地是被分散
安放的，这儿建好以后，分散在
四处的烈士遗骸被集中到这个
陵园安放。”

“抗美援朝烈士墓地总共埋
葬着540位志愿军烈士，当时锦
州有个解放军205医院，很多在
朝鲜战场上受伤的战士被运到
了这儿，有些重伤不治就被直接
埋葬在锦州了。”解放锦州烈士
陵园管理所所长冯雷说。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
士，很大一部分都没结婚，没有留
下直系亲属，大老远跑过来祭奠
的，少之又少。”在解放锦州烈士陵
园工作了十余年的守墓人王树森

说，自己平常很少看到有亲人前来
抗美援朝烈士墓碑前祭拜。

烈士家属

省内外都跑遍了

就是没信儿

“我们也想知道他在哪，但
那些年代，信息量太少，交通又
不方便，所以一直也没有找到。”
王云台烈士的侄子王万强说。

据王万强介绍，烈士证上记
载的是王云台曾在20军60师179
团担任保卫员，于1951年4月23
日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牺
牲。这几年，家里人也去当地的

烈士陵园查找过，都无功而返。
另一名寻亲烈属张乔意告

诉记者，她爷爷的亲哥哥名叫张
焕水，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家里
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他，当地民政
局、省民政厅也跑过很多次，均
没有打探到有效信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
烈士亲属都表示，家人曾经去找
过在外的烈士，不论是当地还是
省外，民政局还是纪念馆，最后
大都因为信息匮乏，或没有记
载，或只有烈士身份信息，都没
能找到烈士的安葬地。

王万强一家是近几年才开
始寻找二大爷王云台的。被问及

当年王云台牺牲时为什么没有
及时寻找，王万强说：“当时家境
不好，父亲兄弟三人，他的大哥
29岁就去世了，二哥（王云台）参
加革命，也牺牲了。就剩下父亲
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扯
大，也就把找二大爷这事搁置下
了。”

当年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允
许，成了寻亲未果的原因之一。调
查发现，众多烈士的家庭所在地
都是农村地区，而从当时的年代
来看，中国正处在战争时期或新
中国成立初期，绝大多数烈士家
庭条件非常贫困。经济水平的低
下，让很多烈士家庭耽误了寻亲。

民政部门

23万余名山东籍

烈士信息已上网

这么多家庭在战争年代痛
失亲人，却无处可寻烈士亲人的
安葬地。而多数人也表示，在向
民政部门咨询时，得不到确切的
信息。那么，寻找烈士的亲属们
该如何获取有效信息，民政部门
又能提供怎样的帮助呢？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寻
找烈士的家属可以通过山东英
烈网对烈士的详细信息查询。

“我们掌握的所有信息都已经电
子化了，包括各地烈士纪念保护
设施和单位的英明录、烈士的详
细信息，都已经录入到了网站。”
省民政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如果要寻找，最好有一些线
索，例如在哪个战役牺牲的，牺牲
的大概位置在哪里等等。”据悉，
山东英烈网于2013年12月20日正
式开通，网站开通时，烈士英明录
下已经载录了23万余名山东省有
名烈士的基本信息。

据悉，战争时期，烈士牺牲
后由部队给家属发放烈士证，

“部队当时应该把具体的情况告
诉了家属。民政部则是新中国成
立后接手的这项工作，我们很多
统计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统计的，
而针对较早时期的烈士信息，我
们也是从家属这边统计上来的。
有些情况我们掌握得未必比家
属清楚。”省民政厅工作人员称。

另外，由于新中国成立初
期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不健全，
也可能造成烈士统计存在信息
遗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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