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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长眠东北烈士系列报道

▲

□《洛阳日报》、《洛阳晚报》联合报
道组发自锦州

10月25日，抗美援朝62周年
纪念日。

秋风萧瑟中，位于辽宁省锦
州市北郊帽儿山脚下的解放锦州
烈士陵园内，千余棵常青的黑松
却将陵园装扮得苍翠葱郁、安谧
肃穆。

从洛阳到锦州，83岁的田载
成老人30个小时赶了1300公里
路。25日15时许，田载成在65岁
的侄儿田月汉的搀扶下，登上陵园
台阶，缓步向一片烈士墓地走去。

他的三弟、原志愿军补训十师
政治部宣传干事田志英烈士，已在
此安息了整整60年。

60年生死相隔，60年苦苦找
寻，60年魂牵梦萦。亲人啊！我
们终得“团聚”！

陵园外，安静的老人，
沸腾的心

25日12时，田志英烈士、徐顺
修烈士、李方荣烈士的6名亲属，
《洛阳日报》、《洛阳晚报》联合报道
组，西工区农村信用联社工作人
员、河科大一附院医护人员一行
18人抵达锦州。吃过午饭，大家
即前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

一路上，田载成一言不发，靠
在座椅上默默地想着心事。当远
远看到烈士陵园高耸的纪念碑时，
老人一下子坐直了，死死盯着纪念
碑的方向，眼眶里泪光闪动。

在陵园门口等待侄儿购买祭
奠物品时，田载成不安地来回踱
步，不时地望向陵园内。

等了一会儿，还不见侄儿回
来，他抱着右膝坐在台阶边，一动
不动，就连锦州电视台的两名记者
闻讯赶来他也没有在意。

车至陵园前，田载成提着从
洛阳带来的黑色提兜，在烈士亲
属中第一个下车，急切之情溢于
言表。

陵园里，最后10分钟
的找寻

走进陵园，本以为马上能顺利
“见着”三弟的田载成，看到眼前的
情景愕然停住了脚步：

一片墓地呈梯田状，每一块
儿“梯田”里都密密麻麻地排列着
形状完全一样的烈士墓碑，田志
英烈士的墓碑是哪一个？根本看
不出来。

据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管理所
所长冯雷介绍，该陵园分为上下两
个园区，上园区主要埋葬的是在辽
沈战役解放锦州攻坚战中牺牲的
将士，下园区则安息着600余名抗
美援朝的烈士，全部是1952年至
1954年，在朝鲜战场负伤的志愿
军转至驻锦州解放军第205医院
进行救治无效牺牲的。

就在陵园管理所的工作人员
通过陵园登记资料查找田志英烈
士墓碑具体位置的当口，同行的人
员自发分散开来，帮助田载成和田
月汉寻找亲人。

10分钟后，在下园区1台1段
传来兴奋的呼叫声：“找到了！找
到了！”

墓碑前，老人声声
“训”忠魂

双手攥着衣角，一步步迈向那
个已经被确定的墓碑，田载成的肩
头微微抖动起来。

当看清墓碑上“烈士田志英”
五个大字时，这个沉默了许久的耄
耋老人再也抑制不住满眶的泪水，
孩子一般号啕大哭：“弟弟啊！我

来看你来了！”
站在墓碑前，老人的号哭声穿

透了静谧的墓园。他一边哭，一边
语无伦次地如60年前那般“训斥”
着弟弟：“你几十年都没有回家了，
也不给我们捎个信！咱妈是常想
你又没见你，临死还念着你啊！我
们找了60年才找到你啊！”

田月汉则扑通一声跪倒在
墓碑前，流着眼泪，庄重地给他
1岁后就再没见过面的三叔磕了
三个头。

墓碑无言，烈士无声，仿佛那
一缕忠魂仍在默默倾听着亲人的
叨念。

听着这撕心裂肺的号哭声、
“训斥声”，周围无论是同行的其他
烈士家属，还是陵园管理所的工作
人员，无不潸然泪下。

“以后让儿孙们常来看你”

在田载成和田月汉祭奠完毕
后，西工区农村信用联社的工作
人员也献上花圈和从洛阳带来的
杜康酒，告慰这位洛阳籍烈士的
英魂。

准备离开陵园时，田载成和田
月汉拿起扫把，再一次为田志英烈
士扫墓。

田载成对弟弟说：“我年纪
大了，路又远，可能没有机会再
来看你了，但是你不要担心，知
道你在这儿，以后让儿孙们常来
看你。”

洛阳烈士亲属到锦州祭奠亲
人的消息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

锦州电视台“新视点”栏目全
程对祭奠活动进行了报道，节目
将于今晚7时40分在锦州电视台
播出。

在接受锦州电视台采访时，田
载成说：“一家人60年的心愿，总
算了了！”

□《洛阳日报》、《洛阳晚报》联合报
道组发自锦州

24日21时许，经过13个小时
的奔波后，3位洛阳籍抗美援朝烈
士的6名家属抵达祭奠亲人之旅
的第一站——河北省唐山市，见到
了他们的恩人张红琢。

送一袋家乡红薯谢恩人

按原定计划，此次赴东北缅怀
抗美援朝烈士之旅的第一站设在
北京，休息一晚再向锦州进发。但
家属们提出在唐山休息，当面向张
红琢表达感激之情。

在宾馆见到张红琢后，田志英
烈士的二哥、83岁的田载成老人
含着热泪紧紧地握住张红琢的手
说：“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可能这
辈子都找不到我三弟的墓了。”

还没等张红琢说话，李方荣烈
士的四弟和五弟——李汉卿、李跃
卿兄弟俩拎着一袋子红薯来到他
面前。

“你可是我们的恩人啊！”李跃
卿一边说一边将袋子往张红琢手
中递。得知红薯是兄弟俩亲自种、
亲自挖的后，张红琢立刻笑着收下
了这份沉甸甸的礼物。

“大家不要这么客气，要谢，我
们还要感谢烈士们。”张红琢对大家
说，烈士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牺牲，
他们才是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人。

张红琢告诉我们，每一个经
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都有一颗感
恩的心。他还要感谢洛阳人民。
当年，正是洛阳人无微不至的照
顾，一批在地震中受伤后被送往
洛阳的伤员才能及时康复，回来
重建家园。

随后，张红琢和烈士家属们一
一合影。

“我要把这张照片带给家人
看，告诉他们这就是恩人张红琢。”
徐顺修烈士的二侄子徐铁朝说。

张红琢：想想烈士的
牺牲，我付出再多也不算啥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个根深
蒂固的观念——落叶归根。

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里，有许许多多的英烈永远长眠在
他乡的土地上。他们的亲人，甚至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还不知道那个
上了战场的亲人是生是死。他们
多么希望能得到亲人的消息。

张红琢就是个传递消息的好
心人，他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的烈
士陵园，搜集烈士资料，通过各种

途径为那些无人祭奠的烈士寻找
家人。

24日晚，谈起4年来的寻亲
经历，张红琢说：“想想烈士们作出
的牺牲，我付出再多也不算啥。”

今年50岁的张红琢是唐山市
路北区张各庄居民。2008 年 3
月，他在网上发现了一个“中国寻
亲网”，并在该网站发现了一份太
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其中记载
的866名解放太原战役阵亡将士
中，有28名唐山籍烈士一直无亲
属祭扫墓地。

想到烈士为新中国抛头颅、洒
热血，死后却无人祭奠，张红琢觉
得自己应该尽一份力。

他从网上下载烈士资料，打印
成册，开着车挨个寻找烈士的家
属。很快，张红琢就找到了其中几
位烈士的亲人。

随后，他又开始为牺牲在外地
的唐山籍烈士寻亲，为牺牲在唐
山、太原和东北等地的外省籍烈士
寻亲……

想去朝鲜为烈士寻亲

帮烈士寻亲的花销非常大，为
了得到妻子的支持，张红琢决定带
她去看家属祭奠时的情形。

2008年，他带着妻子跟随唐
山籍烈士的家属一起到山西太原
一烈士陵园祭奠。当看到烈士家
属见到亲人墓碑的场面，张红琢的
妻子哭了。从那以后，妻子有空也
帮他找线索。

张红琢心脏不好，医生建议他
随时装着救心丸，不能太劳累。可
自从开始了寻亲行动，他忙起来经
常连药都忘了带。

不过，最令他头疼的是得不到
相关部门的支持，甚至有的工作人
员认为他是想借此骗钱。

曾有人问他：“你每天搭着工，
搭着钱，还要受窝囊气！图个啥？”
他回答，每当想到烈士家属抱着墓
碑痛哭，久久不愿放手的那种场
面，他内心就会产生一种使命感，
激励着他坚持下去。

截至目前，张红琢开车行程逾
万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已先后
为河北、河南、山西、湖南、黑龙江
等地的110多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跨过鸭
绿江，到朝鲜的烈士陵园里，为埋
葬在那里的志愿军烈士寻找家人。

“好多烈士牺牲的时候都特别
年轻。就是为了咱们今天的好日
子。咱啥时候也不能忘了他们。”
张红琢说，只要身体允许，为烈士
寻亲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

墓碑前，老人声声“训”忠魂
是他，为烈士找到亲人

家乡的酒献给葬在他乡的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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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载成看着三弟田
志英的墓，忍不住痛哭
流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