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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长眠东北烈士系列报道

▲

烈士李方荣当年赴战场后生死未卜，一家人等待、寻找近六十年

母亲生前每天站在路口盼他回家
□记者 徐翔/文 赵朝军/图

这几天，宜阳县柳泉镇方沟村
村民李汉卿、李跃卿兄弟是在悲喜
交加中度过的。喜的是，全家人苦
苦寻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哥李
方荣近60年后，终于有了他的消
息；悲的是，亲人早已壮烈牺牲，被
埋葬在东北。

昨日，我们驱车来到李跃卿家，
倾听他和哥哥李汉卿以及李方荣烈
士的战友讲述这几十年来的往事。

丹东一别，竟成永别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当年和
李方荣一同参军上前线的另外三个
人，一人复员回家，两人壮烈牺牲。
活着回来的战士叫李铁站，他和李
方荣在一个团。

李铁站老人今年已经83岁，据
他回忆，因为长期高强度行军，加上
条件恶劣，部队到达辽宁省安东市
（现辽宁省丹东市）后许多战士的身
体都出现了异常，李方荣也病倒了。

当时，部队要奔赴朝鲜战场，
李方荣只好与其他患病的战士一
同留在安东医院接受治疗。两人就
此分别。

1953年，李铁站在战斗中被炮
弹碎片炸伤右腿住进医院。下战场
后，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李方
荣。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向部队请

假，架着双拐到安东医院找李方荣，
却听说李方荣被别的部队调走了。

参军前，他嘱托妹妹
帮母亲挑水

1951年，年仅17岁的李方荣
报名参军，成为志愿军67军200师
599团的一名战士。

李方荣在家排行老大，他还有
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由于弟弟妹
妹们还小，他自然就成了家里的主
要劳力，尤其是到家附近的深沟中
挑水，成为他每天最重要的任务。

临行前，李方荣把妹妹拉到身
旁说：“我走后你就是老大了，以后

记得每天帮咱妈挑水。”
李方荣接受训练和学习后随部

队上了前线。开始半年，他还时常
往家写信报平安，但之后就音信全
无了。

母亲想他想到痴狂

是生？是死？战争结束后，李
家人一直在等待消息。

今年64岁的李跃卿在家排行
老五，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历历在
目：“母亲每天都要站在路口，望着
大哥当兵时走的那个方向，盼着他
回来。”

“大哥参军前，给家里留了一张

黑白照片，母亲把它当成了至宝。”
李方荣的四弟，68岁的李汉卿告诉
我们，母亲思念大哥，已经到了痴狂
的程度。她把照片贴在床头，常常
看着照片默默掉泪，时间长了把眼
睛也哭坏了。

在这哥儿俩的印象中，父母没
有好好过过一个年，每当别人家团
聚之时就是他们家最难过的时候。

李汉卿说，大哥的乳名叫卿子，
过年过节，母亲总会小声念叨：“卿
子，你在哪儿啊，你也不回家看看。”

不惜一切代价寻找

就这样，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
依旧没有任何关于李方荣的消息。
但李家人仍然相信李方荣还活着。
他们只要听说一点儿有关他的消
息，就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

李跃卿还清楚地记得，1965
年，邻村一个开拉煤车的村民给他
们报信说，一个军人搭他的车前往
义马，路上两人聊天时，军人无意中
提到了李方荣的名字。

这句话犹如响雷在李家炸响。
“找你大哥去！”李跃卿的父亲

撂下这句话后就夺门而出。
李跃卿说，父亲连续跑了一个

多月，往返于义马和家中，但始终没
有找到那名军人。

当时，李家人找大儿子的事，方
圆几十里的乡亲都知道，大家只要

有一丁点儿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告
诉李家人。有一次，为了到别的村
子核实一个消息，李汉卿和父亲走
了一夜的山路，直到天空泛起鱼肚
白才到家。

可是，李方荣的下落仍是个谜。

找到他，给母亲一个交代

有句话叫：长子如父。农村家
庭尤其看重长子的作用。

1973年，李方荣的母亲身体每
况愈下，直到临终前，她依然想念着
当年那个挑着水进门的大儿子。她
将李跃卿叫到床前，拉着儿子的手
说：“一定要找到你大哥，无论如何，
给我一个交代。”

母亲去世后，这句话时时刻刻
回响在李跃卿耳边。

李跃卿说，虽然他们都希望大
哥还活着，但是如果牺牲了，找到他
的坟墓也算是给母亲一个交代。

“所有的办法我们都尝试了，还
是没找到。”李汉卿说，他和弟弟都
60多岁了，跑也跑不动了，他们将
寻找大哥的任务交给了下一代，希
望他们继续去找，一定要找到。

“看到《洛阳晚报》的报道，我们
才敢确认大哥牺牲了。”昨日，坐在
自家院子里的李跃卿一边抹泪一边
说，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到丹东大哥
的墓前看看，让大哥知道这些年来
家人一直没有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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