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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信仰的力量
跑遍黑山县 278 个行政村的 942

个自然屯，爬上 207 座山头，在 308 处
战场遗址寻找烈士墓，张德东奔波14
年帮烈士“回家”的事迹，让人闻之落
泪，心生敬意。

14年坚持做一件事，并做好一件
事，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张德东老
人能坚守初心，是因为他心中有信仰。

信仰是张德东翻山越岭寻找烈士
墓的指南。

当年，为了不占群众一分田，牺牲
的烈士都是埋葬在荒山野岭，竖立的
木制碑早已腐烂成泥，寻找的唯一线
索就是老辈人逐渐淡忘的记忆。每天
上百公里路，初春冰冷的河水刺痛，冬
日背包里冻得梆硬的玉米馍，张德东
都体味过，但他从未说过“苦”字。

信仰是张德东查找资料认定烈士
身份的力量。

在众多资料、档案中寻找只字片
语，如同大海捞针。战争年代、新中国
成立初期，物资匮乏，有些证明材料就
是一张巴掌大小的纸片，上面盖的公
章已经褪色，有的材料甚至写在烟盒
上，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在如山的资
料和尘封的档案中，张德东像肉里挑
刺一样，寻找着蛛丝马迹。

正是有了信仰，才有了坚持的力量。
这份信仰来自于老母亲的言传身

教。战争年代积极支前的母亲是张德
东做人的榜样和精神导师，她给儿子
讲述亲身经历，嘱咐儿子为烈士扫墓，
陪儿子寻找烈士墓，都在张德东心中
撒下了信仰的种子。

这份信仰夯实于53年搜集、整理
党史文献资料。从 18 岁开始做党史
资料征集工作，53 年来，张德东没有
停下过脚步，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杆，
在搜集、整理革命英雄故事时，他自己
也在朝着英雄的方向，潜移默化地学
习、成长。

这份信仰也根植在朴实无华的家
风中。张德东从母亲那里接受的教育
和嘱托，也继续传递给儿女。他讲述的
党史故事早已在孩子们的心底烙下了
深深印迹。在张家，信仰是家风的魂，
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最好的标尺。

信仰根植于心难，转化为行动更
加不易。

14年，张德东将心中的信仰转化
为脚下的路。这条路是陪伴 131 名
烈士“回家”的路，这条路是搜集、挖
掘、整理党史资料的笔耕之路，这条
路是 450 多场党史宣讲之路，这条路
就是张德东践行一名共产党员初心
和使命的路。

路在脚下，还在向前延伸。

青山默默，松涛阵阵。
国旗包裹的烈士遗骸被人

捧着经过身边的那一瞬间，张
德东热泪盈眶。

这一刻，张德东老人等了
14年。

“73 年 ，你 们 终 于 回 家
了。”3 月 29 日，革命烈士遗骸
安葬入园仪式在锦州市黑山
县小东烈士陵园举行，26名于
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东北野战
军7纵队20师的指战员和支前
担架队队员，安葬入园。

作为烈士墓的最先发现者
和烈士身份认定者，张德东被
邀请参加革命烈士遗骸安葬入
园仪式，“他们牺牲在黑山的土

地上，历史没有忘记他们，黑山
人民更没有忘记他们。”

73 年前，这 26 名烈士牺
牲后，被就地掩埋在黑山县薛
屯乡东水泉村附近的山沟和
山坡上，由于没有墓碑，烈士
墓逐渐被人淡忘，杂草丛生，
烈士事迹也湮没在历史的尘
埃中。

张德东在烈士墓前承诺，
不能让烈士被人遗忘，要给他
们安个“家”，让他们在烈士陵
园和战友团聚。

如今，多年夙愿终于得以
实现，张德东在烈士纪念碑前
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这名71岁
的老党员，身未起，泪已落。

14年执着寻找，他帮131名烈士回“家”
兰 江 刘学文 本报记者 徐铁英

一辆旧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
个老旧的背包，背包里装着两个玉
米面饼子、一块咸菜疙瘩、一瓶井
拔凉水，这些就是张德东钻村进
屯、漫山遍野寻找革命烈士墓的全
部家当。

“这是我的标配，找墓就得进
沟、钻林子，哪能有热乎饭吃？有
时一天能骑出 200 里地，累了、饿
了，就地就吃上一顿。”张德东像对
待老朋友一样抚摸着早已磨褪了
色的背包。

寻找革命烈士墓，源于张德东
给自己定下的“十年规划”。

2006 年 12 月，张德东从黑山
县大虎山镇文化站站长的岗位上
退休。在此之前，多年从事党史征
集工作的张德东就计划着在退休
后，利用 10 年时间，重走先烈路，
继续搜集整理黑山地域的党史和
革命斗争史。

2007 年春天，张德东走访到黑
山县二道乡田家屯，闲语间听村民
说，离村不远的荒甸子里有几十座
孤坟，老辈人说是革命烈士墓，但既
没有墓碑，也无人打理。“这儿怎么
会有革命烈士墓？”张德东向村民问
明路后，跨上自行车，一径奔向沟
里。坟前找不到一块墓碑，坟头上
满是杂草，没有后人祭拜的痕迹，一
个个坟头密集排列着，一看就是集
中掩埋。

为了弄清原委，张德东多次前
往田家屯，备上自己都舍不得抽的

烟卷，召集村里八九十岁的老人，开
了7次座谈会了解情况。

烟雾在屋里飘起来，也将老人
们的思绪拉回到70多年前。

“确实是革命烈士墓，60 名烈
士都葬在那儿。”

“没错，我给烈士穿的衣服，不
能让烈士穿着打烂的衣服下葬。”

“找不着棺材，我家还献了一个
炕柜，一起葬了4名烈士。”

“俺这地方的风俗，下葬时得让
儿子抱着头，烈士年纪轻轻就牺牲
了，哪有后人啊，是我给抱的头。”

……
为了印证村民说的话，张德东

又到图书馆查阅有关解放战争的资
料，到锦州市、黑山县档案馆查看地
方志、军事志，用历史记录与村民讲
述互相佐证。在市、县、村三地往返
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张德东最终确
定，这里埋葬的是东北野战军 5 纵
队 15 师 43 团的 60 名指战员，他们
牺牲在与国民党军队一个营的肉搏
战中。

当答案终于浮出水面，张德东
感到既兴奋又悲恸。兴奋的是，竟
然无意间发现了 60 名革命烈士的
墓；悲恸的是，烈士们独守在荒山野
甸间，无人祭拜。

“肯定还有散落在山野的革命
烈士墓，我要找到他们，让他们回到
烈士陵园的家，和牺牲的战友团聚，
让后人永远铭记。”张德东在心里郑
重地许下诺言。

寻找

为了心中许下的诺言，从那以
后，张德东开启了寻找先烈的路。

在黑山县二道乡三家子屯，张
德东发现了两处革命烈士的合葬
墓群，经过走村串户调查和翻阅史
料，最终认定这些烈士是东北野战
军5纵队13师39团和10纵队29师
合力围剿郑家窝棚、茶棚庵一带国
民党军队时牺牲的44名烈士。

在黑山县薛屯乡东水泉村，张
德东先后 8次来到两处墓地调查，
最终确认一处墓地安葬的是东北
野战军 7 纵队 20 师 14 名烈士，另
一处墓地安葬的是支前担架队 12
名烈士。在台安县桑林子镇贺家
村，又查找到了一名烈士的孤坟。

听说张德东自掏腰包翻山越
岭地寻找革命烈士墓、认定烈士身
份，朋友们劝他，“都一把年纪了，
别累坏了身子。”还有人背后议论
他：“都退休了，也不知道图个啥？”

最支持张德东的是他的老母
亲——“你这事做得对，为了咱们
的好日子，烈士年纪轻轻地就牺牲
在黑山，我们就是他们的家人，咱
可不能忘了他们。”

退休前夕，张德东查阅史料发
现，当年贺家村安葬了8名烈士，可

当地人只找到7座烈士墓，第八座怎
么也找不到了。后来，他年近80岁
高龄的老母亲回忆：“贺家村当年是
埋了 8名烈士，还是我帮着整理的
遗容呢，要不，我陪你走一趟？”

第二天一大早，张德东打了辆
出租车往几十公里外的贺家村
赶。荒山野岭、杂草丛生，老母亲
走不动了，张德东就背起母亲一步
一步挪，找了 3 个多小时，终于在
一个堤坝旁找到了第八座烈士墓。

张德东心疼地摸着老母亲满
是灰尘的脸，老母亲用袖子给儿子
擦擦汗，母子相视而笑：“咱娘俩加
在一起 130 多岁了，再苦再累，这
事也做得值。”

怀揣着黑山县地图，张德东骑
着自行车，平地骑、陡坡推，一村一
庄问询英雄足迹，一家一户寻找见
证人。至今，已有 131名革命烈士
的墓地被他发现并认定，在黑山县
有关部门的组织下，131 名革命烈
士的遗骸全部迁到烈士陵园。

张德东兑现了对自己的承诺，
也兑现了对母亲的承诺。他回忆
起 1968年的一天，他从乡下回来，
向母亲讲起听到的黑山阻击战的
故事，曾在黑山阻击战中担任过支

前救护员的母亲告诉他，打仗时，
他们家就是救护伤员的地方，炕
上、地下住着十多个伤员，有 29名
烈士埋葬在范家村村边上的西山
湾。母亲嘱咐张德东：“烈士牺牲
时和你现在的年纪差不多，有的比
你还小呢，你得把他们当成亲人，
没事的时候去坟上除除草，清明的
时候去扫扫墓。”

张 德 东 认 认 真 真 地 应 承 下
来。从此，每年清明节，张德东都会
买来花圈，摆放在 29 名烈士的墓
前。几十年来，给烈士扫墓，成了张
德东的习惯，也成了张家的传统。

张德东育有一儿一女，每次
给烈士扫墓，他都会带上两个孩
子。儿女相继考上大学，接到录
取通知书后，张德东都要带着孩
子给烈士扫墓。他告诫孩子：“没
有先烈的牺牲，就没有你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

儿子、女儿如今都在上海工
作，但每次回到黑山，都会陪着老父
亲去给烈士扫墓。2015年，从上海
回家探亲的孩子们，研究着给29个
烈士墓立碑、植树。跑市场、买树
苗、刻石碑，立起29块墓碑、栽下58
棵松树后，孩子们才返回上海。

承诺

“在一个只有 8 户人家的小山村
潘家岭，当年 189 名官兵空着肚子激
战一昼夜，全部壮烈牺牲。8 户人家
把各家仅剩的一点高粱米都拿了出
来，做了189碗高粱米饭，放在烈士的
胸前。一位大娘说：孩子们，醒醒吧，
吃饱再睡吧。”半轮晓月，一盏孤灯，
张德东盘坐在炕上，在小炕桌上开始
了新一天的党史撰写。

因为上了年纪，张德东眼也花了，
手也有些抖，埋头连续写了两个多小
时，有风湿的腿又酸又麻又痛，腰也
酸痛得直不起来，张德东攥起拳头，用
力地捶打腰和腿。

从18岁担任党史征集员开始，搜

集党史资料、撰写黑山党史和革命史，
已经成为张德东生活的一部分。

53年前，张德东刚到黑山县大虎
山乡政府当通信员，乡领导派他深入
各村，调查搜集黑山阻击战的党史文
献资料。那时候，参战的黑山籍老兵
和支前模范大多健在，回忆起激烈的
战斗过程，叙述着战友的牺牲场面，
讲述人常常是泣不成声，记录的张德
东也是泪如雨下，来不及擦拭的泪水
打湿了纸面。他在心里下定决心，一
定要把这些英雄事迹记录下来，讲给
后人听。

从那时起，只要有闲暇时间，张
德东就会想尽办法去寻访当年参战

的老兵，查找有关党史资料，退休后
也从未间断。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跑遍黑
山县278个行政村的942个自然屯，到
省外寻找亲历者及后人。53年间，张
德东走访了上万人，抢救、挖掘、整理
了近百万字的口述党史资料，整整装
满7个箱子，梳理出上百个战斗故事、
群众支前故事，撰写的文章多次发表
在党史刊物上。

“铭记历史，才能不忘初心。”张
德东搜集资料、写党史，更注重宣讲
党史。

“张德东被称为‘金牌讲解’，他
的讲解总能让人热泪盈眶。”14 个以

黑山阻击战为主题的烈士陵园聘请
他为荣誉讲解员，每年清明节、“七
一”等重大节日，张德东都会在烈士
陵园为大家义务讲解。为了让讲解
更能深入人心、更有成效，张德东针
对不同的祭扫群体，撰写了几十个不
同的讲解版本。

“把红色资源
利用好，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做革
命 英 雄 精 神 的 传
播者和实践者。”
张德东说到了，也
做到了。

传播

张德东，锦州市黑山县一名普通的
老党员。2007 年，他无意间发现一片
革命烈士墓，从此踏上了寻找散落在荒
山沟岔里的烈士墓的征程。这条路，一

走就是14年。他跑遍黑山县278个行政村的942
个自然屯，爬上207座山头，在308处战场遗址寻
找到了多处烈士墓地，并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下，将
131名烈士遗骸迁葬到烈士陵园。

核心
提示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张德东（右一）在黑山县烈士陵园进行党史宣讲。 薛 鑫 摄

清明前夕，张德东到黑山县烈士陵园祭扫。 本报记者 徐铁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