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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等到哥哥“回家”,了却70多年牵挂
泗水老人与第七批回国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李延学DNA匹配成功

记者 高雅洁

1月31日，山东省2024年普
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考成
绩及各专业类别合格分数线发
布。青岛十七中的徐同学以总
分292 . 6分的成绩位列山东省
美术与设计类统考第一
名。在查询到这个成绩
后，徐同学既激动，也觉
得这是对自己努力的肯
定。她是怎样备考的呢？
徐同学向记者分享了她
的经历。

学美术是出于喜欢

2月1日，记者在画室
见到徐同学，她还在为接
下来即将要进行的校考
做最后的冲刺。“速写（综
合能力）98 . 8分、素描96 . 8
分、色彩97分，总分292 . 6
分。”这样的成绩让徐同
学十分激动，“平时几次
模拟在280分左右，这次
可以说是超常发挥了。”
徐同学告诉记者，自己在
速写和色彩考试中发挥
都比较正常，反而觉得素
描的题目不是很好画，考
完后还以为分数不会太
高，没想到成绩出来后还
可以。

说起对美术的喜欢，
徐同学表示一开始是对

“二次元”感兴趣。在上高
中正式接受系统学习之
前，徐同学只上过一段时
间的画画兴趣班，她向家
人表达了自己想要学习
美术的意愿，最终选择进
入美术学习氛围浓厚的
青岛十七中学习。

“高一、高二主要以文
化课为主，学校会安排时
间让我们学美术，偶尔也
会在晚上八九点练习。”在
徐同学印象里，高一、高二
的学习生活还是很轻松
的。进入高三后，从去年10
月开始她便来到画室进行全天
的专业集训。“我一般早上8点多
就到教室准备上课，不知不觉就
能画到晚上12点。”这样的生活
一直持续到了统考前。

在备考的这段时间，徐同
学也遇到过画画比较吃力的时
候。“其实集训的时间过得很
快，到考试了就会稍微有点慌。
速写对于我来说算是比较强势
的科目了，但是12月初我的状
态不太好，有次模拟考试成绩

一般，那时候还挺有压力的。”为
了调整状态，她有时也会画到凌
晨两三点，让自己静下心来好好
创作。除此之外，她还会和老师
沟通，“十七中的老师每天都会
来指导我们，得到老师的鼓励会
让我提升一定的信心”。

坚持是制胜法宝

在竞争激烈的统考
中，徐同学是怎样取得好
成绩的呢？青岛十七中高
三集备组组长卢姿含总
结，平日里，徐同学就很
刻苦和认真，基本功非常
扎实，也有很高的艺术天
赋。“在备考集训期间，她
非常专注，每天都在不断
磨炼自己的技能，很有

‘韧劲儿’。每次给她指出
问题，她都能第一时间调
整，执行力很强。”

徐同学之所以取得
这么优异的成绩，说到底
是“坚持”。卢姿含老师表
示，这是徐同学长期坚持
不懈努力的成果，是对她
自身努力的肯定，也是对
十七中美术教育的肯定。

对于备战艺考，徐同
学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要对自己的目标有清晰
的认知，定下目标，跟上老
师的步伐，提升学习动
力。”在最后集训阶段，虽
然徐同学也曾熬夜画过
画，但她并不建议学弟学
妹们熬大夜。“如果总熬
夜，白天的效率就会变低，
有些得不偿失。”此外，徐
同学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是，老师讲课自己一定要
认真听，不要在老师讲的
时候低头画自己的，并且
老师所讲授的东西要主动
落实到自己的画里，不要
等到老师指出来才改正，
化被动为主动，对于自己
的专业提升有很大帮助。

文化课、专业课成绩
由“三七开”变为“五五开”，徐
同学坦言压力会变大，不过自
己也在积极调整，并且已经定
下了目标。“目前正在准备校
考，还是想考入美术专业性更
强的学校。等校考全部结束后
就开始专心准备文化课，全力
以赴迎接6月的高考。”

“我由衷希望在接下来的
校考中，她能够继续突破自我，
取得理想成绩。”卢姿含老师送
上真诚的祝福。

记者 李从伟 易雪

英雄终“回家”

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泗
水县城区的大街小巷年味渐浓。

走进李延贵老人家，门楣上
“光荣之家”的门牌格外醒目。
“终于等到哥哥‘回家’了，了却
了我70多年的牵挂。”李延贵从
卧室床前的一个书柜里小心翼
翼地拿出一本破旧的笔记本，
取出里面夹着的一张已经泛黄
的2英寸照片端详着。

照片上，李延学身穿军装，面
容俊朗，眉宇间透出少年气。“这
是哥哥在朝鲜拍的，也是生前留
给家里的唯一一张照片，是留给
整个家唯一的念想。”

如今，李延贵的这个念想有
了“着落”。1月12日，泗水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家
中，带来他和哥哥遗骸DNA比对
成功的消息。

“2022年7月，我们接到济
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开
展在韩志愿军烈士亲属信息采
集工作的通知》后，安排专人对
名单中烈士与《泗水县烈士英
名录》进行信息比对，核对出李
延学烈士与名单中烈士信息非
常接近，我们又会同所属镇街
退役军人服务站到户进一步了
解烈士及其亲属情况，基本确
认，并将有关信息逐级上报。”
泗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陈
锋介绍，同年9月，根据山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要求，安排专
人接李延学烈士的弟弟李延
贵、侄子及叔伯弟弟、侄子，在
泗水县人民医院进行DNA样本
采集，送往国家烈士遗骸DNA
鉴定实验室进行鉴定。

终于得到哥哥的消息，李延
贵激动万分：“七八十年来老是盼
着这个事，想知道哥哥在哪里，现
在知道了！”

哥哥的叮嘱

从懵懂少年，到耄耋老人，这
份牵挂，在李延贵心里埋藏了70
余个春秋。

李延贵回忆说，自己兄妹三
人，父亲去世得早。打小记事起，
哥哥除了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
还经常帮着母亲干地里的农活，小
小的年纪撑起了家里的半边天。由
于家庭条件不好，不是农忙的季
节，母亲就经常带着兄妹三人外出
讨生活。“哥哥怕我走不动，经常把
我驮在背上，有时候还顶在肩膀
上，那时候就感觉很踏实。”

1948年7月参军、志愿军73师
218团通信连战士、1953年7月在
朝鲜壮烈牺牲……烈士证上寥寥
数语，记录着李延学短暂而壮烈
的一生，这也是李延贵掌握的关
于哥哥为数不多的参军信息。

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手
握爆破筒，高呼“向我开炮”的场
景，震撼了无数国人的心。王成的
原型之一战斗英雄于树昌，生前
是23军73师218团通信连一班
(1969年改番号为68师203团)报
务员。李延学和于树昌是一个团
的战友。

哥哥参军时的情景，李延贵
已经没有了印象。只记得后来一直
就没回过家，但经常往家里寄信。

“我看过信，字体写得很工整，应该
是在部队里学了文化，会写字。”李
延贵说，在随着这张照片一块寄来
的信中，哥哥叮嘱母亲一定要让他
上学。在哥哥的叮嘱中，李延贵走
进了学校，后来考取了中专，“可以
说，在那个年代，我这个学历已经
是十里八村头一个了。”

如今，已经在教师岗位上退
休多年的李延贵，仍不时想起哥
哥当年的叮嘱。

无尽的牵挂

1953年寻常的一天，李延贵

家收到噩耗，抗美援朝前线的李延
学牺牲了。一家人陷入悲痛之中。

“当时母亲天天哭，念叨哥哥。”李
延贵说，每逢过年过节，母亲就拿
着哥哥的照片看，边看边掉眼泪。
一直到母亲去世，仍念叨着哥哥。

李延贵说，这么多年，一直想
着去找哥哥，但不知道去哪儿找，
只知道在朝鲜。想他的时候，就拿
出照片看看，或者去县里的烈士
陵园转转，那里的烈士纪念碑上
刻着哥哥的名字。

在书柜的一角，摆着一本《朝
鲜战争备忘录》，李延贵没事的时
候就喜欢翻翻，每当看到战士们
艰苦的生活和战斗，他就直掉眼
泪，“哥哥在战场上受的苦也很多
吧！”李延贵说，自己想通过关于
抗美援朝战争的文字找寻哥哥在
战场上的“影子”。

2014年以来，国家都会从韩
国迎回牺牲在那的志愿军烈士遗
骸，每当这个时候，李延贵都会取
出哥哥的照片，盯着电视看，心想
或许哥哥的遗骸就在里面。李延
贵不知道，哥哥其实就在2020年
第七批回国安葬的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里。

“从小就知道有个大伯在抗
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没找到，家
里一直很遗憾。”聊起未曾谋面的
大伯，李延贵的儿子李玉华说，父
亲一直记挂这个哥哥，把他留下
来的照片放大，冲洗了很多张，给
子女一人一张保存，作为对大伯
的纪念。“我们为有这样的亲人感
到骄傲，也一直激励着我们在自
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为社
会尽一份力量。”

“现在哥哥安葬在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跟他的战友在一
起，都说战友如兄弟，他不会孤单
的。”李延贵说，如今心中仍有一
丝牵挂，但这份牵挂是踏实的，因
为哥哥安葬在了祖国。“等到春暖
花开的季节，打算带着家人去趟
沈阳，去看看哥哥，跟哥哥拉拉
呱，跟他说说家乡现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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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了，哥哥终于找到
了。近日，山东济宁泗水县的李
延贵老人盼来了哥哥李延学烈
士的消息，济宁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相关负责人赶到老人家中，告
知他与李延学烈士的DNA匹配
成功。李延学1953年在朝鲜战争
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如今，老
人拿出哥哥留下的唯一一张照
片，不停摩挲，流下热泪。

李延贵和儿子看着李延学烈士给家里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大），那是当年在朝鲜拍的（小）。 受访者供图

徐徐同同学学在在画画室室里里练练习习。。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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