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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纪念馆、枣庄 22 军建军发源
地、微山湖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孟良崮战役
纪念馆、鲁南烈士纪念馆、华东野战军纪念
馆……一路走来，22军将士后人们听闻了很
多父辈从未提及的往事，时而肃然起敬，时
而潸然泪下……

“22军就是从山东出发渡江来解放宁波和
舟山的。”在枣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鲁南铁道
游击队第四任政委之子赵杭苏指着自己父亲
的图片，给大家讲述着父辈的故事，他父亲的

“墓地”就在纪念馆旁边……
在鲁南烈士纪念馆里，22军将士后人马利

亚女士在纪念馆主大厅内，看见了镶嵌在墙面
上属于父亲的两枚奖章，通过讲解员讲述背后
的故事，才知晓父亲这两枚奖章的含义，“父亲
的英勇，也使他成为108名英雄模范的中的一
名。”马利亚女士感慨道。

华东野战军纪念馆里同样记载着很多感
人的故事，同行的22军后人李莉女士的父亲
曾是人民英雄连连长，他的照片放在展厅“马
立训排，人民英雄连，108将英雄模范”位置中。

从鲁南到鲁中，从沂蒙山到英雄城。9月
20日，红色寻根之行最后一站来到了济南山东
籍老战士纪念广场。

“此次山东寻根之行，将会成为我们人生
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回忆。”傅先生与同行的
22军将士后人怀着对父辈们的崇敬之情，走进
了老战士纪念广场，“原来家乡山东并没有忘
记他们，我们父亲的名字被深深地刻进了历史
的丰碑中。”找到父亲的名字后，老人们轻轻摩
挲，泪水夺眶而出，他们中有几位捧着父亲的
照片，走近纪念碑，把从宁波大榭22军烈士陵
园带来的泥土，缓缓地撒在了纪念碑前，哽咽
着说：“爸爸回家了……”

“父辈们一辈子再也没能回来，我们后人
以这种方式带烈士英灵回家，让他们魂归故
里，也是一种告慰，希望他们的精神和我们在
一起，可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傅先生说。

记者 施代伟

现在才明白
那两枚奖章的意义

本报讯（记者 戴晓燕） 9月30日是我国设立
的烈士纪念日。昨日上午，宁波市在海曙区樟村四
明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烈
士，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斗争精神，汇聚起当好浙江
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的强大力量。

天朗气清、松柏叠翠，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
园庄严肃穆。10时许，余红艺、徐宇宁、杜岗、宋越
舜等市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敬

的心情来到革命烈士纪念塔前整齐肃立。
奏唱国歌后，全体人员向烈士默哀。默哀毕，

少先队员合唱团献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驻甬部队等向革命
烈士敬献花篮。

余红艺、徐宇宁、杜岗、宋越舜、陈仲朝拾级而上
整理缎带，与全体人员一起面向革命烈士纪念塔三

鞠躬，并在《国际歌》的伴奏下缓步绕行，瞻仰革命烈
士纪念塔，向革命烈士表达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钟关华主持仪式。市四套班子和驻甬部队领
导、海警学院领导、烈士亲属代表、老干部代表、学
生代表、驻甬部队官兵代表、市级机关干部代表和
海曙区社会各界等约450人参加仪式。

敬献花篮仪式前，市党政军领导看望慰问了烈
士亲属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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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
日，每年这个日子，都会勾起宁波一个
特殊群体的历史记忆。

今年烈士纪念日前夕，21位来自宁
波、杭州两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七
兵团第22军的后代，开启了一场特殊的
“红色寻根之行”，他们沿着父辈曾经战
斗的足迹，一路北上来到父辈的家乡山
东。他们捧着父亲的照片，走到纪念碑
前，含着热泪说：“爸爸，您回家了……”

傅先生今年67岁，他是出生在宁波的22
军将士后代之一。

1949年5月，从山东临沂南下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原第七兵团第22军29000多名将士，
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浙东地区。5月25日，宁
波解放了。之后22军留下2个团继续南下，解
放象山、大榭和舟山……

儿时，傅先生常听父亲讲起当年一路南下
解放宁波的往事。在父亲的讲述中，傅先生得
知，自己的祖辈在山东。父亲时常告诫傅先
生，作为军人的后代，要时时刻刻牢记先辈们
的革命使命和担当，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继
承发扬优秀红色革命传统。

傅先生介绍，山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兵源
大省，他后来经山东当地的烈士后人介绍得
知，2010年山东济南修建起了一座6000
平方米的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广
场72.6米长的纪念墙上镌刻
了 7万多名山东籍战
士的名字。

当年解放宁波的将士
有很多山东人

傅先生说，当年参与解放宁波的很多山东
籍将士，就留在了东海之滨，并为接下来的宁
波建设工作作出了贡献，“留下来的当时至少
有上千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人永远

‘留’在了这里……”
虽然生活在宁波，但很多22军将士的后人

无时不刻不惦记着自己的故土，想念父辈们成
长、生活过的地方，“他们来宁波时20岁左右，
老家那边以为很多战士都牺牲了，才专门为他
们修建了烈士陵园，立上了纪念碑。作为后
代，我们应该回去走一走，看一看，替父辈们了
却这桩心愿。”去年5月25日宁波解放七十周
年，来自全国的22军后代在甬城相聚，当时山
东省革命历史研究会会长邓海燕专程赶来，并
邀请22军在甬后代有机会一定要回到济南，去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祭奠父辈们。

去年下半年，多位22军将士在甬后人商
量，计划2020年择期前往山东，“带已经离世
的父辈们‘回’一趟老家。”

今年9月14日，在疫情有所好转的情况下，
22军在宁波、杭州的部分后人终于帮父辈们完
成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心愿。他们沿着父辈当
年战斗的足迹，一路北上前往山东，展开了这场

“红色寻根”之行，“这也是我们这一辈人，应当
承接的职责和使命。”傅先生动情地说。

临出发之前，多位在甬的22军将士后人，
来到大榭岛22军烈士陵园，采挖了数捧泥土之

后才踏上了返乡之旅。这批人中，有铁道
游击队第四任政委的儿子，有华东

一级战斗英雄的女儿，也有
人民英雄连连长的女

儿等……

带上父亲陵园里的泥土
带他“回家”

一位22军将士后人在纪念碑上找到
了父亲的名字。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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