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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去年
自己做过相关报道，我对于志愿
军的认识，可能也就仅仅停留在

“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之类的
口号上。

但是，当我走进这个群体，
听到一个个故事，才真的感觉到
那一代人为了我们国家所做出的
巨大牺牲。

那份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性，
是扎根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
族认同感和自豪感里的，也是扎
根在以集体主义、家国情怀为代
表的爱国主义之中的。

还记得去年采访时，遇到一
名耄耋之年的宁波籍志愿军战士
邵振国，1951 年他赴朝鲜参战
时，年仅 17 岁。聊起当年战争
中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邵老记忆犹新，他坚定地说，

“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国家需
要我，我必须挺身而出。”

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
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
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
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
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
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
家荣光。

我也记得，邵老说的那一句

“狭路相逢勇者胜”。那群血气方
刚的年轻人，确实凭借着勇敢和
精神，在那场敌我力量极其悬殊
的战役中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为了身后的家人、家乡
和民族，他们甘愿牺牲一切。

历史是用来铭记的，无论是
苦难、教训还是精神、传承。没
有团结一心的人民作后盾，没有
强有力的精神为支撑，就不可能
有 “ 奇 迹 ”， 也 不 可 能 有 “ 复
兴”。这个道理，放在任何历史
阶段、任何时代背景，都是颠扑
不破的。

前几天，联系去年采访过的
烈属陈老。老人正在锻炼身体，
笑呵呵地说，希望疫情过后能够
不用坐轮椅，亲自走到父亲在朝
鲜的墓前，跪下，磕几个响头。
我听了他的话，不由泪目。

真心希望，有更多烈属能够
等到亲人的音讯，能够有机会亲
自走到远在他乡的亲人墓前，撒
下一抔家乡的土，说上一声：山
河已无恙，国富而民强。

如果大家有寻找志愿军烈士
的诉求或者知道相关线索，欢迎
发送邮件到 809947021@qq.com。
有机会的话，这件事，我们还会
继续做下去。 （黄合）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记者 黄合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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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是抗美援朝纪念日。近来电影 《长津

湖》的热映，让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更加鲜活的模
样，进入了更多普通人的视野。

一年之前，宁波日报报网就和志愿服务团队
“我为烈士来寻亲”一起发起了“跨越70年，我
为志愿军寻亲”活动，为志愿军烈士寻找亲人。
一年过去了，这个团队有何新的变化？工作有什
么进展？对于志愿军这个群体，他们又有什么话
想说？

于是，就在上周，记者再次采访了该团队的
负责人、“85后”宁波女子孙嘉怿——

“胖了好多，太忙了，压力也很
大。”简简单单几个字，孙嘉怿调侃
着自己的这一年状态。

年初，新华社等中央媒体的重
点报道，集中的曝光和热搜让孙嘉
怿出了圈，不仅仅在烈属的圈子里，
还有更多普通人也知道了宁波这个
能干又有爱心的女子。

更多烈属慕名找到她，希望她
帮忙寻找亲人；更多公益团队找到
她，提出可以搞一些项目合作；还有
很多宣讲思政课的活动，邀请她站
出来作宣讲⋯⋯

这个曾经有点小个性的年轻
女子，在生活里变得更低调了，她在
社交媒体里的用词变得更加克制，
在待人接物的时候也总想到自己的
身份，不给别人添麻烦。

其实，截至去年我们采访她，孙
嘉怿一直没有在对外报道中用过自
己的真名。她说，自己不希望成为报
道的主角——毕竟是团队一起做
的，自己只是其中一员。最终让她松
口的原因，是希望能够通过报道扩
大影响力，帮助更多的烈属。

毕竟，时间久远加上战争影响，
很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亲属也不
了解，有的甚至无法找到安葬地，为
烈士寻亲难度实在太大了。

比如，在寻亲的过程中，“时间”
是最大的障碍。因为时间久远，很多
当事人已经去世或迁居他地；很多名
字和地址已经模糊或者误录；很多物
件难以寻觅⋯⋯

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
缺乏关于这些烈士安葬地的公开信
息。对于很多已经白发苍苍的烈属
来说，无法找到自己的亲人，无法亲
自去坟前祭拜，是一家人、一代人甚
至一个家族的遗憾。

“你知道吗？在《长津湖》上映之
前，我们说起‘冰雕连’、说起零下
40 摄氏度的战役，很多人根本没听
说过；我们去一些村里打听情况，却
备受质疑和猜忌⋯⋯”回忆往事，孙
嘉怿不由得感慨万千。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为烈士寻
亲还是占据她日常生活的第一位。
剩下的时间里，她带着这些故事走
进一个个学校，走上一个个舞台。据
不完全统计，作为海曙“小红曙”青
春宣讲团的成员，她个人已开展了
二十来场覆盖小学、中学、大学的宣
讲活动，也讲“哭”了很多人。

“ 这 些 烈 士 后 来 有 没 有 回 到
家？”“他们中有多少人牺牲了？”“我
们 以 后 可 以 怎 样 更 好 地 纪 念 他
们？”⋯⋯今年在镇明中心小学举行
的暑托班上，“10 后”小学生们听课
之后，噙着泪水向孙嘉怿抛出了一
连串的问题。

“其实，跟我的想象比，孩子们对
这些故事更感兴趣，大家希望了解更
多关于烈士的故事，不仅仅是长津
湖，还有上甘岭，还有更多⋯⋯”孙
嘉怿说，“双减”之后她也将应需到
更多学校送上这些红色课程，让革
命精神和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步履不停，继续寻找和更广传播

今年 4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开
通 “ 烈 士 寻 亲 政 府 公 共 服 务 平
台”，发布烈士寻亲信息，接受烈
属寻找烈士安葬地申请，收集烈士
寻亲线索。

清明节前夕，退役军人事务
部、中央网信办发起了“为烈士寻
亲”网络活动，向社会公布了 100
名长期无亲属祭扫的烈士信息，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为烈士寻亲活动。

对于孙嘉怿来说，这些都是让
人倍感欣慰的事情。

4 月 3 日一早，她便在新浪微
博上更新：“国家队已经上线，如
需要请到国家平台上登记，登记完
之后也可以私信我们。不过还是要
跟大家说一句：不是每一位牺牲的
烈士都能被找到，也不是每一个烈
士墓都一定会有亲属来祭扫，但是
为烈士、为烈属尽一份心出一份
力，也是我们青年一代满怀感恩之
心的表达方式。”

志愿者团队没有经费支持，只
是单纯利用大家的业余时间，输入
信息、重新比对、查找陵园、拍摄
照片、联系部门、查阅资料、翻译
文字，这些办法比较“笨”，效率
比较低，因此国家层面出手和推
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更
好的消息。

根据公开报道，退役军人事务
部运用现代化手段和最新技术手
段，开展烈士寻亲工作。在巩固全
国烈士纪念设施数据校核工作成果
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系统大数据平
台逐步实现烈士、烈属和烈士墓信
息的互联互通。运用现代勘探和生
物技术，开展失踪烈士遗骸搜寻，
对新发现的烈士遗骸进行 DNA 提

取和鉴定比对，提升烈士寻亲的成
功率。

不仅如此，退役军人事务部研
究出台关爱烈属政策，做好烈属祭
扫服务，为安葬地不详的烈士就近
在烈士陵园英名墙镂名，为不方便
异地祭扫的烈属开展代祭扫、云祭
扫服务，对长期无亲属祭扫的烈士
墓持续做好日常维护和定时祭扫工
作。截至 9 月中旬，相关平台共收
到烈士亲属提出的寻亲申请 1.4 万
条 ， 网 友 提 交 的 寻 亲 线 索 700 多
条。

值得一提的是，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也表示，欢迎全社会共同完善
烈士信息，共同参与烈士寻亲；要
联合社会力量，逐渐缩小范围，力
争找到烈属，走完为烈士寻亲“最

后一公里”。其实，在过去一年加入
“我为烈士来寻亲”的志愿队伍中，
很多是来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一线
工作人员、陵园管理人员以及基层公
安民警等等。

“来自国家层面的推动，让我们
感到很欣喜，就是感觉我们这些年没
有白忙活吧。”孙嘉怿说，相信来自
国家层面、专业部门运用数字化信息
化手段的全国推广，肯定会给更多烈
属带来好消息。

在相关部门和基层工作人员的配
合下，“我为烈士来寻亲”的志愿队
伍在过去一年里共帮助 327 个烈士找
到了亲人，其中 40%是志愿军烈士。
很多地方，对于志愿军老兵和烈属的
关怀，也比过去更多了，这些点点滴
滴，也让这群年轻人倍感温暖。

念念不忘，国家层面有力支持推动

电影 《长津湖》 上映那天，孙
嘉怿一家三口早早来到电影院。看
完全片，原地坐了很久，迟迟不肯
离开。

因为，他们在等一个彩蛋，想
着最后的字幕上，会不会滚动那些
牺牲在朝鲜的烈士们的名字。

“还是有点遗憾的。听说还会
推出电影 《水门桥》？期待在类似
电 影 片 尾 能 够 加 上 这 些 烈 士 名
字 ， 也 算 是 对 197653 名 客 死 他 乡
烈士的家属的一点点安慰。”孙嘉
怿说。

“安慰”，这个词曾反复出现在
她的表达之中。毕竟，逝者已矣，
对于生者来说，来自这个社会的关
注关心，以及那些烈士遗留下来的
骸骨、信件、图像、证明，才是他
们活在世上的念想。

这个暑假，孙嘉怿和宁波财经
学院的大学生们一起发起了“我为
烈士修遗物”的子活动。一次偶然
的机会，孙嘉怿发现了这个坚持五
年修复老物件的大学生团队，就想
着为一些烈属再做些什么。

“已经过去近 70 年了，很多烈

士证和证明信的纸张已陈旧泛黄，
烈属们就自己用透明胶一点一点粘
贴、捋平。他们也想塑封，但没有
找到能够完成的地儿，也不知道怎
么更好地保存⋯⋯”孙嘉怿说。

还好，这群大学生在老师的指
导下，努力克服去除透明胶而不损
坏文书字体、防止字迹碰到修复药
水变得模糊等困难，将没有折痕、
没有缺口的烈士证明交到委托人手
中。

“其实，这个活动一开始只是
定性为暑期社会实践。但在过程
中，我们真的备受感动，想想自己
的幸福生活，更能感受到烈士对于
国家那份毫无保留、清澈的爱。”
团队成员之一、“00 后”大学生李
悦婷说。

不约而同，师生 12 人决定坚
持把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做下去。他
们打算，在一年时间里修复 25 件
左右的遗物，在生者和逝者之间架
起思念的桥梁。

与此 同 时 ， 考 虑 到 不 少 烈 士
特别年轻就牺牲了，连照片都没
有留下，孙嘉怿就联系上了专业

AI 修复老照片的钟德广老师，借
助 技 术 手 段 再 现 烈 士 音 容 笑 貌 ，
让 烈 属 们 有 机 会 与 家 人跨越时间
空间，实现“面对面”重聚，帮助
更多烈属减少一些遗憾、 增 加 一
份安慰。

这几天，孙嘉怿将把重新修复
好、装裱好的相片，陆续送到陈忠
根、毛阿根的烈属们手中，同时一
并将大家的悼念和追思送给同样为
了“大家”牺牲了“小家”的烈属
们。

“我们还会叫上少先队员，走
访这些志愿军老兵，听他们讲当年
的故事；建 议 小 朋 友 将 自 己 的 压
岁钱拿出来，为这些志愿军爷爷
和他们的亲属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其实，事情确实不大，但我
觉得这些是这代人应该做的。”孙
嘉怿说。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
才是。”“197653”，这不仅仅是串
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一个个普通家庭对国家对民族
的牺牲和付出。

我们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

代代传承，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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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烈士修遗物”团队和烈属陈荷珍合影

暑假期间，孙嘉怿给小学生们带来烈士的红色故事

“我为烈士来寻亲”宁波志愿者郑再非到烈属家中走访建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