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3日发布公告，决定2020年4
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在此期间，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4月4日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
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国务院：今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牟张涛

帮烈士找家
他的脚步从未停歇

2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来到菏泽开发区佃户屯办事处
张和庄，社区有550户居民，整洁
美观，有近20家小型企业从事年
画、春联加工业务。

党支部书记张景宪也有一家
印刷企业，平时业务很忙，电话不
停地响，但只要接听到有关烈士的
讯息，他都会把其他来电挂掉。

张景宪的媒体朋友很多，都
是在帮烈士找家时认识的。他朴
实，对战役历史非常熟悉，无疑是
媒体朋友心中的“专家”。他非常
感激媒体，2019年，山东省网信办
发起“让思念发光 帮烈士回家”
的公益活动，多家媒体联动，短短
一个月，万余条线索进入视线，经
多方核实和实地探访，张景宪又
帮助20位烈士魂归故里。

张景宪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荣
誉。“薪火相传”项目由中国文物
保护基金会推出，2019年项目主
题为“寻找红色基因传承者”，张
景宪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个
人”。但面对褒奖，张景宪淡然道，

“我只是一个上过战场的老兵，我
有责任帮这些先烈找到回家的
路。”

帮烈士找家的信念和脚步从
未停歇。2019年，他发出了170多

封信，足迹遍布潍坊、镇江、蓬莱
等地。去年7月18日，张景宪到蓬
莱市看望“活烈士”阎寿光，并将
自己做的中国结送给英雄……

又有两位烈士
找到疑似亲属

通过老一辈人的口述和查阅
史料，到军史馆查找烈士花名册
等方式，张景宪梳理出烈士的个
人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用寄信
的形式寻亲。多数时间，寻找都是
无功而返，信件都是原路返回，但
2019年一封地址错乱的信件有了
回音。这封信邮寄地址为云南省
永胜县，收件人为施明山，邮寄人
为湖北黄石的张树华。

看到为无名烈士寻家的信息
后，张树华主动联系张景宪爱心
接力。张树华告诉记者，施明山登
记的地址为“广西省永胜县南宁
区大兴村”，但广西并没有永胜
县，云南有永胜县，但南宁区大兴
村在云南永善县。“会不会存在永
胜县和永善县混淆的可能？”但他
还是将信件邮寄到云南永胜县，
当地政府也帮助寻找，未有线索，
便将信件寄往云南永善县。

经过当地媒体报道，永善县
民警李勇获知此事，便想爱心接
力。因为姓施的人不多，而自己就
有一名叫施玉洪的小学同学。经
过电话联系，施玉洪和父亲分析，
施明山烈士是其二爷爷的可能性
非常大。

目前张景宪已和施玉洪取得

了联系，正在寻找资料以便进一
步确认。

在寻找张志诚烈士的行动上
张树华提供了极大助力。张志诚
烈士登记信息为山西省龙县五区
店子。张树华经判断推定，山西并
无龙县，有可能是陕西省陇县店
子村或山西省代县五区店子村，
且前者可能性较大。

接到此信后，陇县邮政分公
司及时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取
得联系，寻求解决办法。在天成镇
调查无果后，城关镇店子村有一
位已故的张志泉老人情况与烈士
信息较为吻合，张志泉早年曾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退役后回到陇县，1992年去世并
安葬于陇县城关镇店子村。

12年寄出1000多封信
行程近20000里

张景宪今年55岁，是一名老
兵。退伍后被安排到菏泽供销系
统工作，2007年，回到老家的他当
选为张和庄社区党支部书记。

据张景宪介绍，1947年12月
28日晚，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由定
陶一线向菏泽城奔袭，部队受到敌
人密集火力压制，不少战士伤亡。
张合庄当时是临时战地医院，136
位重伤员不幸身亡，被就地掩埋在
张和庄西北角老赵王河河沿上。战
士被掩埋后，都立了墓碑，上面有
战士的姓名、籍贯，只是被后来反
扑回来的敌军毁掉了。

从小就对村西头陵园敬仰的

他，萌发了帮136位无名烈士找家
的想法。2008年清明节后，张景宪
就多方寻找无名烈士的相关线
索。齐鲁晚报刊发了张景宪帮无
名烈士寻亲的报道后，一位叫刘
浩然的老兵看到报道后来到陵园
说，这136位无名烈士生前都属于
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23师。

“之后，我到部队找到这些无
名烈士花名册，确定了94位烈士
的身份。”张景宪说，之后他就开
始了漫长使用信件帮烈士寻亲的
道路，有信息后就会实地探访，12
年间，他已经发出1000多封信，行
程近20000里。媒体报道中称他为

“烈士信使”。
目前，张景宪已为38位无名

烈士找到回家的路，施明山、张志
诚两位烈士的线索也在积极核实
中。现在几乎每天，张景宪都会来
烈士陵园走一走，擦拭一下无名英
雄墓碑，也会和一些找到家的烈士

“说说话”。苍松、墓碑……张景宪
和无名烈士的故事很多，很长。

“等疫情结束后，我就去施明
山、张志诚烈士疑似亲属居住地
实地探访。”张景宪说，帮助这些
无名烈士找到家，是他一辈子的
夙愿，他会一直做下去。

本报济南4月3日讯（记者
时培磊） 今年清明节，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联合山东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头条寻人项目发起清
明祭英烈活动，一起寻找烈士后
人，帮更多烈士回家。3日，不少读
者打来热线电话，提供了相关线
索，也有其他烈士后人前来求助，
希望找到烈士的牺牲地。

对于不少烈士的后人来说，
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找

到他们的牺牲和安葬地，在清明
节前往悼念。3日，济南八旬老人
孙先生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反映，他的父亲参加了抗日战
争，1942年前后牺牲，这些年，他
多次寻找父亲牺牲的下落，但始
终没有找到父亲的埋葬地。

据孙先生介绍，他父亲是威
海荣成人，1940年前后参加了八
路军，此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后
来，孙先生寻找父亲的牺牲地，曾

去民政厅查阅相关信息。“在民政
厅能够查到我父亲，根据英名录
记录，他在烟台牟平牺牲。”

孙先生去牟平寻找，虽然能
查到档案，但具体埋葬在哪里却
不得而知，在牟平当地的烈士陵
园，也没有找到。“这些年，我一直
想去悼念一下父亲，希望能够找
到他到底葬在了哪里。”

跟孙先生有类似境遇的有不
少人。3日，青岛崂山的周先生也

反映，他的二爷爷周应林曾在1952
年朝鲜战争中牺牲，他在崂山当地
的民政部门能够查到周应林烈士
的相关档案，根据档案，周应林牺
牲时所在单位为志愿军三十八师
一一二团一营一连，任班长。周应
林安葬地备注在朝鲜，但没有具体
的地址，孙先生则从老一辈人那
里听说他可能葬在了国内。

如今，随着老一辈人逐渐离
去，有关周应林烈士的相关信息也

越来越难寻觅。周先生希望能找到
其二爷爷的墓碑，去看望一下亲
人。

让英魂回归故里,是对英雄最
好的祭奠。让我们共同努力，帮助
更多的烈士“回家”。3日，本报曾发
布107位烈士的名单，如果您有烈
士后人相关线索，或提供其他烈士
的相关线索，欢迎联系本报寻人电
话：18553143840，将有工作人员对
信息进行核实并后续跟进。

父亲78年前牺牲，但不知葬在何处
济南八旬老人寻亲多年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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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菏泽开
发区佃户屯办事处张和
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景
宪都会来到社区西头的
烈士陵园，哪怕只是来
走走。这位老兵要警醒
自己，曾对这些无名烈
士许下承诺。这位有着
愚公精神的守陵人，12
年为94位无名烈士中的
38位找到回家的路。近
期，他又为两位烈士找
到了疑似亲属，待疫情
结束后，他尽快帮烈士
魂归故里。

从2008年起，张景宪就开始帮无名烈士寻家，12年间行程近两万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牟张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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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为烈士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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