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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磊 顾燕 虞雪娇

22日上午，家住金坛晨
风小区的蒋和风特地请了
假，在家等待4位来自山东滨
州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的客
人，他们将带来她舅舅——
烈士朱喜龙的消息。

这座纪念园长眠着3位
常州烈士，都是金坛籍。志
愿者邱旺理将3位烈士的信
息发到了抖音平台。金坛民
警花敖庆看到后，帮其中两
位找到了在金坛的亲人。“没
想到常州有这么一位‘寻亲
达人’，真是帮了我们的大
忙。”纪念园社会服务科副科
长张景滨说。

看短视频产生念头

花敖庆是金坛公安分局
滨湖派出所教导员，也是有
名的寻亲志愿者，扎根基层
28年来，先后帮助50多名寻
亲人员找到了亲属。

今年2月10日，他在抖
音上看到了邱旺理发布的为
金坛籍烈士寻找亲人的视
频。“我查看了小邱的抖音账
号和相关报道，发现他是一
名专门为烈士寻找亲人的志
愿者。”花敖庆说，邱旺理视
频中共有3位金坛籍烈士，全
部安葬在滨州纪念园——

王玉华：金坛指前岳阳
村人，1914年出生，1948年
牺牲，生前任军政大学六中
队政治指导员；

朱喜龙：金坛指前南梗村
人，1946年10月牺牲，生前
任某纵队三十三师警卫员；

王树林：金坛夏工村人，
生前任华东兵站警卫员。

根据烈士的信息，花敖
庆在询问当地派出所、进行
初步寻找后发现：王玉华有
一儿一女，全部在世，87岁的

儿子王洪学在湖北黄冈，81
岁的女儿王小毛就在金坛当
地；朱喜龙的姐姐朱根娣已
去世10多年，有5个女儿，其
中蒋和风在金坛当地；在尧
塘、薛埠、直溪，都发现王树
林烈士的信息，但不能确定。

不愧是“寻亲达人”

花敖庆将相关信息反馈
给了邱旺理。很快，纪念园
就联系他，希望到金坛慰问
烈士家属。

3月22日上午，双方在金
坛烈士陵园见面，花敖庆介绍
了王玉华、朱喜龙烈士亲属的
大致情况，以及有王树林烈士
消息的三个村。

“花警官不但热心而且
效率高，给烈士寻亲的信息
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了消息，
不愧是‘寻亲达人’。”来自山
东滨州的客人纷纷赞叹。

大家商量后决定，上午
去晨风小区看望朱喜龙烈士
的外甥女蒋和风，下午去看
望王玉华烈士的女儿王小毛
和外孙女曹月兰；最后去直
溪，看看当地一位王姓烈士
是否就是王树林。

两位烈士的亲人
将去纪念园祭拜

“小时候，听妈妈讲过舅

舅是烈士，但不知道在哪里
牺牲的、埋葬在什么地方。”
蒋和风回忆说。

送上慰问品后，张景滨
邀请她参加纪念园将于4月
2日举行的“致敬老渤海 为
烈士寻亲”活动。“舅舅是我
们全家的英雄，现在终于有
了确切的消息，今年清明节
前，我们一定会去看望舅
舅。”蒋和风说。

王玉华烈士的女儿王小
毛双目失明，加上年事已高，
沟通不便。曹月兰对外公的
印象十分模糊，只知道牺牲
在山东。“上世纪80年代，政
府给王洪学发了其父亲（王
玉华）的烈士证，几年前，他
曾去滨州祭拜过，但没联系
纪念园，纪念园也不知道这
事。”花敖庆补充说。对于纪
念园方面的邀请，曹月兰表
示，一定会去祭拜外公，“我
舅舅也想再去一次。”

3月 22日下午，一行人
来到直溪镇夏王村，经过多
方考证，发现当地的王姓烈
士是牺牲在太和战役的王
兆金，并非王树林。“目前有
效的线索就是‘夏工村’，这
可能是个老地名。希望常
州的知情者联系花警官。
我们一起努力，尽早帮王树
林烈士找到亲人。”张景滨
说。

“寻亲达人”又有新成果

民警花敖庆为两位金坛烈士找到亲人

■庄奕

昨天下午，绵密的雨水
如约而至。淡烟拂柳、苔痕
映阶，一幅江南烟雨图美得
让人心醉。

如今冷暖空气都很活
跃，天气也爱玩“变脸”游
戏。28 日雨水就退场，转
为阴到多云。从 3 月 29 日

至 4 月 1 日，我市连续 4 天
都将阳光灿烂，最低气温
从 11℃一直上升到 16℃。
午后最高气温26℃—28℃，
让市民提前体验初夏的滋
味。4 月 2 日起，天气又会
迎来转折，雨水将压降前
期的燥热。

气候资料表明，我国全
年每月平均风速最大值较
多出现在春季的 2 月至 4

月，春季大风是我国主要灾
害性天气之一。3 月 29 日
和 4 月 2 日，我市也会吹起
4 级到 5 级、阵风 6 级的大
风。大风时段，市民尽量
减少外出，如需外出也不
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处
旁逗留。大风将异物吹进
眼睛时别用手揉，可多眨
眼睛促进泪液分泌，将其
排出。

气温准备“起飞”

黄绍华（右）在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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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伟芬 李芸 图文报道

“爸，喝一口老家的酒，闻一闻
老家的土，我们来看您啦！”

26日上午9时许，75岁的黄绍
华来到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在养
父黄元初烈士的牌位前撒下一抔
土、洒下一行酒，祭扫已离世71年
的亲人。

这也是他们71年来的首次“重
逢”。

献花、鞠躬，看着墙上一直记挂
着的名字，黄绍华眼圈泛红，忍不住
用衣袖擦了擦眼泪。

烈士故去，浩气长存。去年11
月以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开
展“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指导市
革命烈士陵园成立工作专班，并在
今年清明节前，为湖南的黄元初、山
东的李信修以及四川的沈志明等3
位外省籍烈士找到了亲属。

让烈士尝尝家乡的酒

3月 25日早晨5时，黄绍华在
儿子黄志强的陪同下，从湖南娄底
出发，奔波1000多公里，于当晚7
时许赶到常州。

他们特意带来了家乡的泥土、
自酿的米酒。“接到电话时，父亲很
激动，一定要过来祭拜一下爷爷。”
黄绍华的家乡口音很重，需要黄志
强给大家做翻译。

3月1日，黄绍华接到常州市革
命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袁敏娴打来的
电话，称他的父亲黄元初烈士安葬
在常州。在拨出这个电话之前，袁
敏娴已经忙了10多天。

黄元初烈士于1953年牺牲，留
存的信息很少，只有一个家乡湖南
涟源的地址。2月19日，袁敏娴根
据这个地址，联系了涟源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被告知烈士英名录中查
无此人。

“几十年了，区划调整较大，你
们可以在周边再找一找。”在对方的
提醒下，袁敏娴先后联系了冷水江
市、双峰县、新化县等地的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在多部门的爱心接力
下，终于通过娄底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查找到了黄元初烈士的信息，并
联系到他的养子黄绍华。

黄绍华对养父记忆模糊，只知
道在他很小的时候，养父就当兵去
了，一直没有回来；还有就是养父身
材魁梧，话不太多。直到1983年，
当地政府通知他，养父已于1953年

牺牲在江苏，是革命烈士。
“那个时候通讯、交通都不便，

没有办法，后来就没了消息。”黄绍
华说，这么多年，他一直记挂着这件
事，得知养父的下落，他马上提出在
清明节前来常州一趟。

黄绍华身体不好，14个小时的
奔波让他非常疲惫。“这一趟很辛
苦，但很值得。”祭扫完后，黄志强
说，只要父亲身体允许，他们一定会
每年过来“看望”。“爷爷是烈士，是
我们一家的骄傲。特别感谢常州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了却了我们一家
这么多年的牵挂。”

一定会来看“二哥”

“李信修烈士是我的二哥，谢谢
你们，这么多年还没有忘了他……”
3月初，接到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工
作人员的电话，住在新疆伊犁霍城
县的李天修老人因激动而哽咽。

李信修烈士是山东黄县人，抗
美援朝战争期间负伤被送往常州救
治，因抢救无效于1951年牺牲。时
移世易，今年85岁的李天修，在上
世纪60年代初就跟随母亲，从山东
举家迁往新疆工作生活。

今年2月，市革命烈士陵园向
山东省龙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查
询，对方表示烈士英名录中确实有
李信修烈士，但未查到烈属信息。

“你们别急，我们再去找一找！”该局
工作人员找到烈士所在的“李家
村”，但70多年前的事，村里人鲜有
记忆。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人员
在走访多个村民小组后，惊喜地遇
到了知情人，并联系到烈士的弟弟
李天修。

李天修老人得知二哥的消息后
激动不已。回忆起二哥的点点滴滴，
他感慨地说：“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现在父母和哥哥们都已去世。小时
候二哥处处护着我，他牺牲后不久，
政府就通知了家里人，送来了慰问
品，这一幕我永远忘不了……”老人
表示，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在身体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带着后辈
来常州为二哥祭扫。

助烈士“回家”,让“无名”有名

青山埋忠骨，翠柏伴英烈。在
庄严肃穆的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
长眠着124位烈士。受当年通讯、
交通等条件限制，部分烈士的亲人
不知道烈士的行踪与安葬地，其中，
长期无人祭扫的有50多位，还有10
位无名烈士。

为烈士寻亲，圆烈属之梦，既是
对烈属的抚慰，也是对烈士最好的
缅怀与尊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持
续开展为烈士寻亲工作，创新举措、
上下联动，2021年以来，已为9位烈
士找到亲属。

“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摸底调
查，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争
取让更多英烈和亲人实现‘重逢’。”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倪宁表
示，通过为烈士寻亲，将深入营造崇
尚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关爱
烈属的浓厚氛围；同时，将进一步挖
掘烈士事迹，讲好红色故事，为我市
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奋进力量。

今年以来，我市为3位烈士找到“家”，更多“寻亲”故事还在继续

奔波1000多公里，湖南籍烈士黄元初的家人带着家乡的泥土和米酒——

70多年后在常州与烈士首次“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