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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前，一位热血青年背井
离乡，投身革命，从此杳无音信。

97 年来，他的族人和家乡人
民从未放弃，接力成一场跨越世纪
的寻访。

97 年 后 ， 烈 士 终 于 结 束 漂
泊，魂归故里。

他就是余姚人符锦惠。
近日，符锦惠后人符建军向

本报讲述了一段近百年寻亲的感
人故事。

一份通知

今年 9 月 27 日，浙江省政府
发 出 “2022 浙 烈 字 第 000001 号 ”

《烈士通知书》，追认符锦惠同志
为烈士。

符锦惠，1904 年出生于宁波
余姚县 （现余姚市） 天华乡 （今
属余姚市朗霞街道天华村），早年
就读于天华咸正小学，后就读于
当时余姚唯一的新式学堂——达
善学堂 （今东风小学）。17 岁时，
他跟随做钱庄经理的父亲去了武
汉汉口做生意。

据 《烈士通知书》 所载，符锦
惠 1925 年参加革命，生前所在部
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二师，
时任政治部主任。1933 年 5 月初，
符锦惠和紫河游击队队长蓝蔚林在
广东省紫金县义容镇均安乡黄葛坪
炭窑 （今紫金县均安村） 隐蔽养
伤。同年 5 月 5 日，符锦惠被叛徒
杀害，时年 29 岁。

“收到 《烈士通知书》 的那一
刻，我们都特别激动！等了这么多
年，终于等到了！”符锦惠烈士的
侄孙符建军向记者讲述时，几度哽
咽落泪。

家族使命

在余姚市朗霞街道天华村，59
岁 的 符 建 军 向 记 者 出 示 了 一 份
1938 年修订的木活字本 《余姚天

华符氏四续族谱》，据族谱记载，
符建军曾祖父膝下有五子。其中，
符锦惠排行第三，符建军的祖父排
行第四。“锦惠”栏下注有：“字鸿
生，生光绪甲辰二月廿三 （即一九
零 四 年 农 历 二 月 廿 三）， 出 外 未
详。”

在村里一排老式瓦片房前，符
建军告诉记者，当时爷爷辈就住在
这里，最右边一间是符锦惠出生和
成长的地方。

17 岁那年，符锦惠跟着父亲
去了武汉，此后加入了革命队伍。
他的父亲只知道他当时可能在做地
下工作，但儿子参加过哪些战争、
牺牲在何处⋯⋯便无从得知。

战乱年代，寻人如同大海捞
针。但符锦惠的父亲从未放弃寻
访，他的临终遗言就是：“一定要
找到失踪的锦惠。”

寻找符锦惠，从此成了家族的
使命，符家后人开枝散叶，但代代
相传，从未放弃寻找那个未曾谋面
的族人。

南昌来电

斗转星移。时间到了 2019 年 9
月，符建军接到在南昌生活的一符
氏宗亲的电话。他说，那天带着小
孙子去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时，看到纪念墙上有个叫“符锦
惠”的名字。

“难道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
的三祖父吗？”符建军和妻子匆匆
赶到南昌。

“轻抚着纪念墙上符锦惠三个
字，我们心里感慨万千：三祖父，97
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提起这段
回忆，符建军的眼眶再次泛红。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提供的资
料显示，1927 年，符锦惠任国民
革命军第 25 师 75 团 1 营营长，参
加了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向广东
进军，参与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
地和东江革命根据地。1929 年至
1933 年，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工
农红军第六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兼

任红四十九团政治部主任。
但除了上述信息，南昌八一

起 义 纪 念 馆 中 的 这 位 “ 符 锦 惠 ”
出生籍贯等参加起义前的信息均
为空白。

钩沉索隐

如何证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里的“符锦惠”就是自己的三祖父

“符锦惠”？
符建军买了一批革命文献资

料，希望从中找到线索。功夫不负
有心人，在 《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
简编》 第 215 页，他终于找到了一
段 跟 “ 符 锦 惠 ” 相 关 的 文 字 ：

“1930 年 4 月 15 日 ， 中 央 军 委 提
出，第十一军应集中力量，统一指
挥 ， 向 东 江 、 赣 江 发 展 ； 4 月 下
旬，在五华县八乡滩下庄屋坪，召
开了东江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
东江苏维埃政府；5 月 19 日，正式
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
军长古大存，政委颜汉章、（后）
吴炳泰，参谋长龚楷，政治部主任
罗欣然，副主任黄一沙、符锦惠，

军需处处长古公鲁⋯⋯”
符建军从南昌回来后，符氏后

人在天华村的祠堂内为符锦惠增设
了纪念台。

记者在现场看到，牌匾上印刻
着烈士的生平事迹，下方摆放着花
束和祭品。烈士略显清瘦的年轻时
的 黑 白 照 片 引 起 了 记 者 的 注 意 。

“三祖父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照片是通过他兄弟的头像‘改造’
而来的。”符建军说。

魂归故里

其实，寻找“符锦惠”，早已
不 是 一 个 家 族 代 代 相 传 的 使 命 ，
就在符建军到处寻找蛛丝马迹的
时候，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余
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也一直在奔
波忙碌。

“最大的精力还是花在找资料
上！”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文
献 科 科 长 张 志 伟 说 ， 2019 年 年
底，他们与广东紫金县、惠东县党
史部门取得联系，请他们帮忙查找
资料。同时，通过数字图书馆、知

网等途径，张志伟他们查找到关于
南昌起义、广东海陆丰根据地、东
江根据地的详实资料，梳理出符锦
惠参加南昌起义后比较清晰的革命
斗争历程，逐步形成了比较可靠的
证据链，经过整理，于 2020 年 6 月
形成烈士申报材料。

去年 4 月，张志伟和余姚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科长柳光其前往广东
河源市、紫金县、惠东县、惠州
市惠阳区等地党史研究部门、档
案 馆 、 图 书 馆 实 地 调 查 核 实 情
况，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对符锦
惠的籍贯和牺牲情节等重点信息
进行了核实。

柳光其告诉记者，他们查找到
了当地党史和革命斗争史中关于符
锦惠同志的史料，如符锦惠的革命
事迹被收入 《中国近代通史》（第
八卷）《论东江苏维埃》《中国工农
红 军 发 展 史 简 编》 等 史 料 书 籍 ；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惠阳地区组织
史资料 （1922-1949） 》《中国共
产 党 广 东 省 紫 金 县 组 织 史 资 料》

（1923.8—1949.10） 中有符锦惠在
当地任职的记载；《中国共产党东
江地方史》《中国共产党紫金县地
方史》 中有符锦惠革命事迹和牺牲
情况的记载。

在一本名为 《东江英烈传》 的
书里，有一段关于符锦惠参与战斗
的场景描述：“1933 年，朱炎、符
锦惠等率红军四个主力连、两个警
卫排共 500 多人，北上与中央红军
会师。其间，红军迎头痛击紫金县
警一个中队。敌军大部队缴械投降
后，一个后卫班拼命逃窜，被符锦
惠率领的两个主力连截获全歼。”

还有一篇由惠东县党史办整
理的文章 《牺牲在东江红土地的
革命精英——符锦惠、蓝蔚林》，
给了他们意外的惊喜，其中有这
样 一 段 表 述 ：“ 符 锦 惠 （1904—
1933），浙江省余姚市朗霞街道天
华 村 人 ， 1927 年 冬 天 随 红 军 二 、
四师转战来到东江。”这篇文章也
是第一次明确了符锦惠的年龄和
籍贯，这让大家兴奋不已。

余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市委

党史研究室将相关资料编辑整理成
一本 132 页的 《符锦惠追认烈士资
料汇编》，收集了调查组最终出具的
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复印件。其中
关于符锦惠烈士革命斗争和牺牲情
节相关内容，工作人员都用笔仔细
作了标注。

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关于符锦
惠同志申报烈士的资料经宁波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审核，由余姚市人民政府、宁波市人
民政府上报省人民政府同意，追认符
锦惠为烈士。

“符锦惠同志自 1933 年牺牲至今
已过去 89 年，他是余姚历史上牺牲
后追认时间最久的烈士。”余姚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相关同志表示。

“97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你！”
余姚符锦惠烈士后人四代寻亲不懈

宁波加快污染水体治理宁波加快污染水体治理，，守护一方碧水守护一方碧水。。 （（冯瑄冯瑄 摄摄））

10 月 13 日，根据群众投诉
反映，余姚市华润五彩城某餐饮
店门前有污水外溢现象，影响周
边环境。

收到问题线索后，余姚市
治水办会同凤山街道、华润五
彩城物业，对问题点位进行核
查。最终，经整改，污水外溢
问题得到解决，路面重新恢复
整洁。为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
生，凤山街道督促华润五彩城
物业加强沿街店铺管理，及时
处 置 并 上 报 管 理 范 围 内 的 问
题；建立管理制度，加强管道
运维，定期清掏清理。

水是生命之源。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统筹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
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基本消除城
市黑臭水体”。新征程上，因水
而兴的宁波，如何下好“治水”
这盘棋？

今年以来，市治水办结合
“五水共治”“找寻查挖”专项
行动和市委“甬有碧水”攻坚

行动，以限时闭环全程督促突发
问题“即时改”，以难点问题“闭
环解”促常态工作“长效管”，确保
全市水环境质量稳定并持续向好，
以实际行动全力打造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生态“金名片”。

前不久，江北孔浦街道在“找寻
查挖”自查过程中发现，张桂家河怡
江幼儿园侧排口、怡江小区怡南街
8 号一侧排口、怡江小区怡南街 8 号
对岸排口，共三个雨水入河排口附
近水体存在污染，河道淤泥堆积。

发现问题后，孔浦街道、江北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系小区业委
会、物业进行现场踏勘和沟通交
流，确认截污纳管是解决问题的最
有效途径，随后立即对该问题排口
进行整改。整改后，排口不再晴天
排水。在对排口上游对应管道破损
处进行修复后，张桂家河三处雨水
入河排口目前均已杜绝晴天排水现
象。为落实入河排口长效管理机
制，孔浦街道加强河道巡查工作，
努力提升辖区水生态环境。

从发现问题到问题整改完成，

只用了 5 个工作日。这是全市开展
水环境“找寻查挖”问题“提速清
零”行动以来处置的案例之一。

结合“找寻查挖”专项行动，
市 治 水 办 严 格 实 行 “ 一 案 一 策 ”

“一案一档”，在问题“发现—流转
—反馈—督查”闭环机制的基础
上，按照问题轻重程度，对一般问
题、重点问题进行分类梳理，提高
流转处置的时限要求。

“接到问题线索后，我们一般
要求相关人员 2 小时内到达现场
查 看 ， 并 对 现 场 情 况 进 行 反 馈 ，
初步拟定处置方案。”市治水办督
查一组负责人介绍，根据问题类
型，要求在 5 个至 7 个工作日内对
处置情况进行反馈，同时，处置
结果由属地进行反馈，典型问题
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开“晾晒”，使
“‘碧’有回响”的全流程反应
机制高效运转。

市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找寻查挖”专项行动已进入冲
刺扫尾阶段，各区 （县、市）、园
区要对一般问题、重点问题和市级
互查问题进行分类梳理，做到“一
案一策”“一案一档”，加快整改销
号清零。

水环境治理并非一朝一夕就能
完成。以二十大精神为引领，宁波将
坚持部门协作，共同发力促进涉水

问题排查整治，包括加大重点流域、
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餐饮）等领域
的 监 督 检 查 力 度 ，继 续 强 化 对 河

（溪）边、海（水库）边、路边、厂（餐饮
店）边、村（小区）边的巡查检查等，
全力打造水清岸绿生态美景。

护水行动，不仅需要政府部门
发力，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齐心

守护。随着涉水问题投诉热线多渠
道陆续公布，“官方+民间”联动

“找寻查挖”，进一步织密了涉水问
题发现处置网络和水生态环境防护
网络。

在多方共同守护下，宁波已连
续 5 年获得省治水最高奖“大禹
鼎”。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市 11 个

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 100%；
修复河湖生态缓冲带 30.66 公里；
全市 13 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始终保持 100%；2 个
省级工业园区和 24 个市级工业园
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累计完成
投资分别为 3900 万元、2 亿元。

（冯瑄 王璐 舒沁）

“找寻查挖”，护一方碧水
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11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

⑩⑩

整治前 （左） 后 （右） 的慈溪某河道。
（冯瑄 摄）

符建军和妻子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