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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年后，“他”回到了家乡

清明时节，漳州市古雷开发区沙西镇涂
楼村山脚下，灿黄的荔枝花绵延起伏，层层叠
叠……林水实烈士的侄孙林艺辉早早地将老
屋打扫干净，整理好烈士事迹展板，以便慕名
前来者参观缅怀。

老屋是闽南建筑风格，布置如旧。客厅中
间悬挂着林水实的画像，像中人年纪轻轻，时
光仿佛静止在他离家的那年。林艺辉告诉记
者，这画像已经挂了 70多年。

门外是林水实父亲栽下的一棵荔枝树，枝
繁叶茂，已经长到 10 米多高，就像一位慈爱坚
毅的老人，望儿早归。

林水实于 1928 年 10 月出生，1949 年 4 月
21 岁时参军入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期间，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3 军 73 师
218 团 2 营 6 连任战士，后来担任过班长。他所
在的连队即电影《英雄儿女》原型王成所在的
连队。1952 年 9月上旬，23军 73师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入朝去参战。

1953 年 6 月 7 日，在反击 281.2 高地西及西
北高地战斗中，为避免更多的志愿军战士牺牲，
林水实主动报名，携带 16颗手榴弹潜伏在大石
头后面，在关键时刻同敌坦克同归于尽。多位老
兵回忆，281.2高地是一个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小
山头，右靠上甘岭，左临“老秃山”。志愿军如能
占据这个高地，右面可以切断从上甘岭下来的
敌军的退路，正面可以阻止敌军对上甘岭的增
援，牵制部分兵力，同时能保障志愿军前线运输
车辆和作战物资的安全通过。为了争夺这个重
要目标，73 师的指战员们与敌军反复拉锯拼
杀，歼敌 2000多人，被 23军通令嘉奖。

林水实烈士的人生虽然短暂，却彰显了中
国军人的热血本色。他的立功证明书上是这样写
的：战斗中打得勇猛，指挥灵活，在紧急情况下，
鼓舞大家歼敌情绪，自己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
牲，打垮敌人数次反扑，指挥全班歼敌近百名。

异国埋忠骨，山河盼英魂。2020 年 9 月 26
日，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
关遗物装殓仪式在韩国仁川举行。当天下午
4：30 左右，新华社发出志愿军马世贤（河南）、
林水实（漳浦）、丁祖喜（安徽）3 位烈士的寻亲
信息后，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迅速行动起
来，发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的作用，依托
镇、村退役军人服务站，多方联动，形成合力，
短短三个半小时，就查找到位于沙西镇的烈士
亲属。在寻亲过程中，热心群众林先生提供了
沙西镇涂楼村林氏族谱，族谱详细记录了林水
实家族的情况。林水实烈士的亲属得知寻亲的
消息后，主动联系镇、村退役军人服务站，提供
了烈士证明书等资料，经过反复比对核实，得
到确认。

67 年前，一纸烈士证明书带来了亲人牺牲
的消息；67年后，长眠异国的英雄回到了家乡。

3 年来，漳州市共为 600 多位烈士发布了
1000 多条寻亲信息，截至目前，已累计为 313
位烈士找到亲属，成为福建乃至全国寻亲数量
最多、成功率最高的设区市。

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从林水实烈士寻
亲一事中得到启发，积极探索“互联网+”寻亲
模式，发动市、县、乡、村居等各级“五大员”（舆
情报告员、网络协查员、信息比对员、亲属核实
员、数据统计员）参与进来，为烈士寻亲寻根。

互联网+志愿者，照亮“回家”路

风轻轻从陵园掠过，茂密的马尾松簌簌作
响，蓝天白云映衬下，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烈
士陵园纪念碑庄严而肃穆。

“这里安葬着东山保卫战中牺牲的 27位烈
士，墓碑上仅有姓名及部队番号，我找了烈士英名
录，找不到任何线索。没有出生日期，没有籍贯，档
案也没完整保留下来，寻亲如同大海捞针。”常山
开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陈佳玲说。

东山是一座英雄岛，71年前的7月16日，东
山保卫战打响，经过 36 小时激战，取得最终胜
利。许多英雄儿女英勇作战、不惧牺牲，以血肉之
躯守护了东山岛，长眠于漳州大地、海滨之乡。

“当年，他们为了我们牺牲；现在，请为他们

做一件事。”2022 年 9 月 21 日，陈佳玲通过互联
网发布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烈士陵园无籍贯27
位烈士寻亲的信息。但她只有名字和部队番号，
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大海捞针，这能找到吗？

山东青岛蓝海救援队民间寻亲组与各省
寻亲志愿者有联系，积累了较多烈士资料。救
援队看到陈佳玲的信息后，立即发送给各地的
寻亲志愿者。郑锐潮是广东省揭阳市的志愿
者，在当地网络平台转发了这一新的信息。

令人惊喜的是，一天后，山东青岛蓝海救
援队负责人郭延峰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可能找
到了 27 位烈士之一——广东揭阳籍烈士黄亚
忠的亲属相关证明。黄亚忠于 1951 年 1 月参加
革命，任 41 军 122 师步兵 365 团战士，1953 年 7

月 17日在东山保卫战中牺牲，时年 22岁。
黄亚忠烈士亲属、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仙

桥镇高湖村村民黄荣书说：“我父亲得知叔公在
战斗中牺牲后，就想找到他的安葬地。由于当时
信息闭塞，一直没有线索。”他前不久在网上看
到，当地的寻亲志愿者郑锐潮转发了一条寻亲
信息，和东山保卫战有关，就抱着试一试的想
法，在网络平台上留言求助，不料真的有用。

无形的网络把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连接
到了一起。很快，黄荣书在寻亲志愿者的帮助
下，联系上了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烈士名字和出生年月都吻合！”经过墓碑
核实、信息比对，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确
认黄亚忠烈士就是黄荣书要找的叔公。

“没想到时隔 69 年还能找到叔公的安葬
地。感谢热心网友和寻亲志愿者，完成我们全
家人的心愿。”黄荣书特意来到漳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紧紧握住工作人员的手道谢。

这是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烈士陵园首次
成功为烈士寻亲。

为韦荣新烈士寻亲，更是几经周折。郭延
峰通过烈士信息数据库，搜寻到韦荣新的基本
资料。韦荣新籍贯地为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县大
唐村，时任 41 军 122 师 365 团侦察员，1953 年 7
月在东山保卫战中牺牲。

从郭延峰处得到信息后，云霄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工作人员张艺勇和寻亲志愿者一起尝
试在网上搜索烈士籍贯地“广东省罗定县大唐

村”的具体位置。“很可能就是当地黎少镇的大
唐村。”寻亲志愿者辗转联系上黎少镇大唐村
书记，然而，经过当地村干部的全面排查，该村
并无韦姓人家。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当
地，久隆村有姓韦的人家。”大唐村干部根据当
地姓氏分布，为张艺勇和寻亲志愿者联系上久
隆村村干部。经过细致查询后，久隆村确认了
韦荣新牺牲在东山岛。

“烈士证书上的部队番号、牺牲时间和墓
碑记载完全一致。”张艺勇与当地寻亲志愿者
多次通话，获得的信息越来越令人鼓舞。最后，
他们查询到，韦荣新烈士的两位兄弟仍在村里
生活，烈士亲属找到了！

当寻亲志愿者联系上韦荣新的侄子时，他
得知消息后很意外，也很激动，在电话里说，

“我曾经听家里长辈说过伯父在福建牺牲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找到伯父的安葬
地，也算了却了长辈们多年的心愿”。

通过“互联网＋”，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烈
士陵园内的无籍贯烈士黄亚忠、张友和、黄兴
林、韦荣新、耿心斋、韦仰光、韩明、董铁行、迟
德玉、毛松全都找到了亲属。目前，其他 17位烈
士还在寻亲中。

铭记“英烈心”，点亮“福建红”

福建作为革命老区，具有党史事件多、红
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的独特红色基因，全省
登记在册的烈士近 5 万位。用心用情弘扬英烈
精神、慰藉英烈忠魂、传承红色基因，正成为全
社会的良好风尚。

数 据 显 示 ，近 年 来 ，我 省 先 后 发 布 3000
余条为烈士寻亲信息 ，成功为 658 位烈士找
到亲属。

“每一颗‘英烈心’都不可辜负，每一处‘福
建红’都用心守护！”清明前夕，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烈保中心负责人易向农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尊崇英雄烈士，守护精神家园，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烈士褒扬和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工作，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现有 77家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管理机构，为 170 多座县级以上烈
士陵园、1.5 万多处烈士纪念设施护航，积极当
好烈士纪念设施的“守护员”、烈士精神的“宣
传员”、烈士亲属的“服务员”。

“为烈士寻亲，用心照亮英烈回家路，既实
现了烈士英魂与烈士亲属的双向奔赴，更牵动
和感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易向农说，为烈士寻
亲工作是落实抚恤优待政策、关心关爱烈属的
一项重要措施，需要建机制、搭平台、扬优势、
聚合力、暖人心。

“每一次成功寻亲的背后，都是一场感人
肺腑的亲情牵挂，也是一堂生动的英烈精神教
育课。”易向农说，为运用好烈士寻亲成果，他
们开展了“为烈士立传”“烈士亲友讲烈士故
事”等系列活动。2023 年，时隔 40 年修订出版
六卷十册《福建烈士英名录》，编纂《八闽英烈
传》《八闽英烈故事（第一辑）》。

今年 3 月 7 日，“烈士亲友讲烈士故事”首
场宣讲活动走进福建农林大学。活动上，林大
蕃烈士孙女林晓丹、林祥谦烈士曾孙林树坦、
陈祥榕烈士伯父陈臻苏、福州文林山革命烈士
陵园讲解员牛晨、连城无祀会后裔项雪花、消
防英雄张晓杰烈士战友乔巍然等 6 位烈士亲
友、战友满怀深情的宣讲，令 300余位师生深受
感动，现场不时响起向英雄致敬的掌声。聆听
完烈士故事，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以英烈精神
涵养情怀，以理想信念铸牢忠诚，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

截至目前，“烈士亲友讲烈士故事”全省巡
回宣讲活动，已开展 13 场宣讲，现场观众近
8000 人次，网络受众覆盖 5000 万人次，被列入

“全国英烈红色文化思政课示范案例”。
“让英烈精神薪火相传是我们始终如一的

使命。”易向农说，今年将持续深化“百园千校
清明祭英烈”活动，常态化做好烈士纪念设施
管护，组织开展“讲好为烈士寻亲背后的故事”

“英烈故事进校园、进军营”“走访关爱烈士亲
属”等专项活动，让“英烈心”持续点亮“福建
红”，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福建篇章实现新突破。

漳州成立为烈士寻亲志愿服务队。 清明前夕，昌丰泗烈士的侄子昌煜（中）在烈士陵园为叔叔扫墓。在烈士陵园，母亲带着孩子认真查看烈士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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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多壮志，一片丹心照战旗。福建是一方充满红色
记忆、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和民
族的解放，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在革命战争年代、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英勇战斗在战场最前线，用生命和鲜
血染红了胜利的旗帜，他们永远是新中国最可爱的人、最闪亮
的名字。由于时间久远，加上有的先烈籍贯不明，有的没有留下
姓名，档案资料缺失，令其亲人迟迟找不到遗骸。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为烈士寻亲工作，通过信息化技
术助力、部门联动合力、社会参与接力，实现了工作成效与社
会效果的同频共振。截至目前，我省先后发布 3000 余条为烈
士寻亲信息，成功为 658名烈士找到亲属。

清明节前夕，记者采访这些烈士寻亲的感人故事，追忆
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正是：岁月如梭，不忘初心。烈士寻
亲，告慰英灵。

核 心
提 示

家国又清明，天地英雄气。在祭奠
先人，寄托哀思之时，有些人我们从来
不能忘记，那就是为民族独立、为国家
富强作出奉献和牺牲的英雄烈士。

昔年战火纷飞，他们为国捐躯，埋
骨他乡；如今山河无恙，烈士魂归故里，
责无旁贷。近年来，我省通过信息化技
术助力、部门联动合力、社会参与接力，
为烈士寻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寻亲过程中也发现，由于烈士信
息资料缺失，墓葬、遗骸难寻，加入革命
队伍或参军后改名，英烈事迹挖掘不充
分等问题，寻亲工作的开展仍然存在较
大难度。对此，有关专家认为，从长远
看，加快建立完善全国性的烈士寻亲数
据库系统平台，拓展寻亲渠道，是进一
步提升烈士寻亲成功率的关键。目前，
要依托中华英烈网系统平台，收集录入

全国无亲属认定烈士的信息，发出寻亲
公告，让烈士亲属主动参与认定。

英雄者，国家之脊梁，民族之灵魂。
专家认为，在做好为烈士寻亲工作的同
时，社会各界应积极开展宣传工作，讲
好革命英烈事迹和寻亲感人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让英烈精神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
光芒。

强化信息技术 助力烈士寻亲
□本报记者 何祖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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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老兵宣讲团成员陈建中向学生讲述英雄烈士的感人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