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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能找到你爸，
让他入土为安！”

“17岁去参军，20岁就
牺牲了，只剩下一张照片，什
么东西都没有留下……”82
岁的吴奎俤一说起哥哥吴雄
奎，就情不自禁地看向窗外。

吴雄奎，中国人民志愿
军23军73师218团3营7连战
士，1953年7月6日牺牲在朝
鲜战场。

从此，吴家少了一口男
丁，留下了一张用手帕包裹
着的泛黄照片。照片上，吴
雄奎军姿笔挺，面容青涩，瘦
小的身躯外套着一件宽大的
军装，身后是迎风招展的五
星红旗。

想念时，身在福建省闽
侯县农村老家的吴奎俤就会
拿出照片看看，跟哥哥说一
会儿话:“哥呀，老家的橄榄
熟了一年又一年，你还能找
到回家的路吗?”

70多年过去了，多少亲
人还在盼着远赴战场的小伙
子回家。

老家在河南新蔡的展志
忠于1948年2月参军，1953
年牺牲在朝鲜半岛。那一
年，他33岁，任志愿军第73
师218团副班长。

“母亲从来不提我父亲
的事，我知道，她一提心里就
会难受。”展志忠的大儿子展
超明说。

父亲离家的时候，展超
明还是个懵懂孩童，如今79
岁的他已拄着拐杖，满头
白发。

展志忠牺牲后，母亲独
自一人将展超明兄弟二人带
大。2005年，母亲带着未了
的心愿离世。临终前，她喃
喃留下一句话:“什么时候能
找到你爸，让他入土为安！”

从2014年至2021年，中
国已连续8年迎回在韩志愿
军烈士的遗骸，安葬在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这让吴
奎俤、展超明们的期盼有了
希望。

“爷爷终于找到了，
奶奶的心愿也了却了。”

“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志
愿军战士有十几万，回国的
几百个，几百个中又让你找
到了，是幸运中的幸运!”吴
雄奎的侄子吴玉成回忆起当
时的寻亲经历，仍不禁这样
感慨。

从韩国归来的825位志
愿军烈士均为无名英雄，如
何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
与亲属“相认”？这不仅是广
大烈属和健在老兵的迫切愿
望，也牵挂着全国人民的心。

2019年起，退役军人事
务部等部门启动帮助烈士寻
找亲人活动，最直接的依据
就是从烈士遗物中发现的个
人印章，上面的文字清晰可
辨。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查找信息，发动群众提供线
索，联系烈士的亲属。

为确保结果科学、准
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科
研团队破解一系列难题，采
用DNA检测的技术手段，
使得烈士遗骸DNA与亲人
比对一致。

2020年，随第七批烈士
遗骸回国的遗物中，就有9
枚烈士印章，其中包括刻有

“吴雄奎”三个字的印章。
2021年，通过DNA比对，吴
雄奎烈士终于在跨越了半个
多世纪后与家人“相见”。

“哥，你总算回来了，咱
们家也团圆了。”吴奎俤再次

拿出那张不知看了多少
回的黑白照片说，“终于找
到你，我们一颗心放下了，你
也可以安息了!”

2021年9月3日，第八批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举行安
葬仪式。来自河南新蔡的展
保成作为亲属代表来到烈士
英名墙前，抚摸着爷爷展志
忠的名字，许久许久。

这年夏天，烈士展志忠
与亲人的DNA比对成功。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大家子
人都盼着爷爷魂归故里。”
53岁的展保成手捧白布包
裹的家乡泥土，慢慢打开，撒
在英名墙前，跪下，给爷爷
磕头。

那一刻，几十年的思念
化作泪水，模糊了双眼。“爷
爷终于找到了，奶奶的心愿
也了却了。”展保成哭着说。

目前，已有吴雄奎、展志
忠、陈曾吉、方洪有、侯永信、
冉绪碧、许玉忠、周少武、林
水实、梁佰有10位烈士成功

“找到”了亲人。

“每个人都可从抗美援朝
精神中汲取勇气和力量”

“如今，一批又一批志愿
军英烈回到祖国的大地上安
息，有的战友还找到了亲人，
这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是
莫大的安慰。”92岁抗美援
朝老兵程茂友说。

对于72年前的那场战
争，中国人民从未忘记。
2020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之际，国家举行隆重的纪念
活动，并向志愿军老兵颁发
纪念章。坐落在辽宁省丹东
市英华山上的抗美援朝纪念
馆经翻修改造后，也以崭新
的面貌呈现给世人，参观者

络绎不绝。
找寻英雄，缅怀先烈，铭

记历史，勇毅前行。
志愿军战士陈曾吉牺牲

时年仅20岁。陈曾吉烈士
遗骸2014年归国后，其身份
和亲属关系，在3年前得以
确认。

如今，每逢清明节或者
7月1日陈曾吉烈士的牺牲
日，陈曾吉烈士的侄女陈美
善都会从郑州出发，来到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
献上一捧黄菊、倒上一杯来
自家乡的米酒，陈美善总会
在烈士英名墙上的陈曾吉名
字前坐上半天。

“这么多年，终于把大伯
盼回了家，我要替我父亲我
奶奶他们，好好看看他、陪陪
他，让他不再孤单。”陈美
善说。

近两年，《长津湖》《狙击
手》等抗美援朝题材电影火
爆大银幕，许多青少年走进
影院，“穿越时空”去看看最
可爱的人，去了解动人的
故事。

英雄归国，带回的不只
是他们的遗骨，还有他们不
灭的精神。因电影《长津湖》
而阅读了多本抗美援朝相关
历史书籍的大学生刘明浩
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中汲取
勇气和力量。”

每逢佳节，吴玉成家中
都会为大伯吴雄奎摆上一副
碗筷。吴玉成12岁的儿子
吴炎熹说:“从小就听我爸爸
讲，家里有位英雄。我不会
忘记他，我永远记得他。”

这 是 一 个 关 于 回 家 的 故
事——— 主人公是70多年前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小伙子
们，他们长眠在异国他乡。祖国
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2014
年以来，我国连续8年迎回825位
在韩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安葬在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今年9
月16日，第九批88位在韩志愿军
烈士的遗骸也回到祖国的怀抱。
9月17日上午，第九批在韩志愿军
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举行。英魂归故里，
牵动亿万国人的心。人们迫切地
想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家在
哪里？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
找到亲人。一场跨越时空的“寻
亲”由此开始……

等着你
找到你
守护你

归国志愿军烈士“寻亲”的故事

9月17日，礼兵在安葬仪式上鸣枪致敬。

9月17日，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棺
椁进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地宫。

■ 相关链接

跨越半个多世纪
寻找这些遗物的
主人和背后的故事

年轻的英雄牺牲在异国他
乡，没有给亲人留下一句话，留下
的只有破旧的胶鞋底、锈迹斑斑
的子弹、失去光泽的钢笔……70
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们无法知
道他们生命最后一刻发生了什
么，一件件无声的遗物，却能穿越
时空，让人们感知英雄的力量。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
念馆的展厅内，有几个特殊的展
箱，里面存放的是归国在韩志愿
军烈士的遗物。没有过多的文字
描述，但一物胜千言，让人看着眼
中泛起感动的泪水。

从2014年至2021年，中国已
连续8年迎回共825位在韩志愿军
烈士遗骸，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陵园对遗骸附随的
8000多件遗物一一登记造册，建
立了电子化档案。

出现最多的遗物，胶鞋底。
8000多件遗物中，通过初步整理，
出现最多的是胶鞋底。令人泪目
的遗物，水壶、钢笔。沈阳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文物管理科科长吕志
昕说，很多烈士的遗物中都有水
壶，但仔细看你会发现一些水壶
上有大小不一的孔洞。“我常常会
望着水壶上或大或小的孔洞发
呆。这个洞可能就是子弹穿过的
地方，那得多疼啊！”

据新华社、《解放军报》、《环
球时报》、《南方都市报》

据新华社哈尔滨9月17日电
九一八事变91周年前夕，记者从
中共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了解
到，抗日英雄赵一曼在海外留学
的档案史料日前被征集回国。这
些史料是赵一曼在苏联留学期间
留存的历史记录，多由她亲笔填
写，有中、俄两种文字，共计20余
页，主要包括“学生党的工作经验
调查表”、写给莫斯科中山大学领
导的信件等。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出生在
四川宜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5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
军1师2团政治委员。1936年8月
2日，赵一曼壮烈牺牲，是爬冰卧
雪、誓死抗击日寇侵略的东北抗
联将士代表。她生前与儿子的合
影、被捕后受到日寇残酷施刑的
档案、被害前写给儿子的信（遗
书）等被人熟知，为国家独立、人
民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
雄形象深入人心。

“赵一曼曾在1927年9月至
1928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
大学留学，但当时的档案资料一
直没有被发现，距今已有90余年
历史。”此次赵一曼海外留学档案
征集活动发起者、中共哈尔滨市
委史志研究室党史编研处处长边
清山说，近年来，国内对赵一曼的
研究一直没有发现权威新史料。

边清山介绍，在我国相关党
史专家努力下，经过与旅俄人员
多次沟通、研讨，他们终于在俄罗
斯找到了赵一曼烈士的留学
档案。

抗日英雄赵一曼
海外留学档案
被征集回国

■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