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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志愿军烈士寻亲

本报记者李铮

　　一双腐烂的胶鞋、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碗、一
截 10 厘米长的皮带、3 个弹壳。清明节前，66
岁的侯辅吉凝望着这些遗物，仿佛未曾谋面的
五叔就在眼前。
　　“时隔几十年，五叔的遗骸、遗物从国外运
回来。全家的心愿了了。”侯辅吉喃喃地说。

英雄远征

　　 1950 年，辽阳灯塔市柳河子镇上柳村，30
岁的青年侯永信参军入伍，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从此，侯家少了一个儿子，国家多了一名战士。
　　“五叔是悄悄参军的，直到入朝作战后才给
家里带来口信。他是家里老儿子，爷爷奶奶，我
大爷和我爸都特别惦记他。”侯永信四哥侯永礼
的儿子侯辅吉 1956 年出生，他对五叔的记忆
都留存在爷爷奶奶和父辈们对儿子、兄弟的思
念中。
　　侯家知道，战争，九死一生。但国家需要就
义无反顾。
　　侯永信入朝作战时，侯辅吉的父亲侯永礼
担任村干部。1951 年，前线需要大车队运送物
资，侯永礼二话没说，带着 10 个小伙子和 10
辆马车就去了朝鲜。
　　“亲兄弟，能不挂念嘛！”侯辅吉说，父亲在
朝鲜一边冒着枪林弹雨给部队运送补给，一边
四处打听自己老兄弟的下落。“战场上，找人就
是大海捞针，父亲执行了一年多运输任务，却没
有五叔的一点消息。”

　　“五叔一走，两年多杳无音信。直到 1952
年，家里收到一张牺牲通知书。”侯辅吉说，刚记
事时，我爸就和我说：你有个五叔，抗美援朝牺
牲在朝鲜了，这是全家的光荣。
　　在上柳村，见过侯永信的人，目前仍健在
的只剩下刘国锋、关锡良两位老人了。快 90
岁的关锡良说：“永信小时候就仗义、直爽，从
小就能看出是当兵的料。永信为国牺牲，是我
们村的英雄，我为这样的老乡感到光荣。”
　　生活在辽宁农村的侯家最近几年生活条件
逐渐改善。前些年，消息闭塞、条件艰苦的一家
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牺牲在异国他乡的亲人，有
朝一日还能“回家”。侯辅吉说：“那个年代，爷爷
奶奶、父辈和我们，只能用在家门口的祭奠表达
对五叔的哀思。”

英雄归来

　　 2019 年，正在本溪歪头山打工的侯辅吉
接到外甥张宏打来的电话，“大舅，有个烈士叫
侯永信，是不是我老姥爷？网上正在寻找烈士的
亲人呢。”
　　英雄“回家”了，后人还能“看到”他，这让侯
家几代人都激动不已。
　　当时，韩国已从 2014 年起陆续向我国移
交了 6 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总计有 599 名
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在这些烈士遗骸中，有关
部门以 24 枚刻有个人名字的印章为线索，通
过查找档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 DNA 检测等
方式，最终确认了 6 位烈士的身份，侯永信位
列其中。
　　为了让英雄与亲人相见，2019 年，退役军人
事务部联合媒体发起了“寻找英雄”活动。
　　听到“侯永信”这个魂牵梦绕了 60 多年的
名字，侯辅吉立即联系了退役军人事务部。有关
部门通过对侯家提供的家谱、烈属证的查证，对
上柳村党组织、时任老书记李宏毅的走访，最终

经过对侯家第二辈六个侄儿、侄女的 DNA
采样确认，“侯永信”就是 1950 年从辽阳柳
河子镇上柳村出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那
个青年。
　　寻找英雄时，1950 年担任上柳村书记
的李宏毅已经 80 多岁，到了生命的最后时
刻。听到儿时伙伴“回家”的消息，老书记老泪
纵横。老人家在床上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向退
役军人事务部的工作人员回忆侯永信参军的
过程。
　　在异国他乡牺牲 68 年后，英雄终于回
家，侯永信的后人终于和英雄认亲。2019 年
9 月 29 日，侯永信的侄儿侯甫元、侄女侯甫

兰、侯甫坤作为受邀烈属代表，参加了在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的烈士认亲仪式。他
们仰望着陵园里的英名墙，看到了“侯永信”
3 个字，泪流满面。
　　今年 70 岁的侯甫元是侯永信二哥侯永
海的儿子，是侯家第二代长子。他说：“我在遗
骸安放处‘看到了’五叔和他的遗物。60 多年
时常思念的亲人就在眼前，了却了全家多年
的心愿。感谢国家把他接回家。”

英雄永恒

　　侯家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没有见过侯永

信，但“志愿军烈士”的红色血脉一直在辽宁
这个普通农家延续。
　　“知道五叔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消息后，爷
爷和父亲就在村子的墓园里为他垒起一处衣
冠冢，立起一块无字墓碑。每年清明，家人都
会去祭扫。”侯辅吉说：“爸爸告诉我，我告诉
儿子孙子，老侯家有为国捐躯的烈士。这是我
们家永远的骄傲。”
　　英雄的故事在侯家讲得多、讲得深，所以
当“寻找英雄”的活动发起后，侯永信的外孙
子张宏第一时间找到了老姥爷的名字。张宏
说：“老姥爷为国而战、为国牺牲。我们有这样
的祖辈，脸上有光、心里有劲。”
　　中国人民志愿军有 19.6 万余名英雄儿女
牺牲在朝鲜战场，侯永信是十几万烈士中的
一位，但祖国和他的家乡一直没有忘记英雄。
　　侯永信的侄女侯甫坤说：“五叔牺牲的
消息传到老家，柳河子公社给我们家挂了一
个‘烈属光荣’的牌子，几十年一直是我们家
的传家宝。父母几次翻盖新房，一直珍藏着
这块牌子。父亲临终时还嘱咐我们要保管
好。”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国家经济发
展最困难时期，祭奠英雄仍然是逢年过节
最重要的事。侯甫元说：“过年时，村里边都
用秸秆，支成一个五角星的灯笼，上面写上
烈属光荣。吃喝供应再紧张，村里也会给烈
属家割二斤猪肉。”
　　侯永信的遗骸回国后，侯家几十口人已
数次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奠侯永
信，侯甫元说：“儿孙要多来这儿受教育，让我
们家人、让更多人延续这红色血脉。”
　　从一张牺牲通知书到运回的遗骸、遗
物，从村里衣冠冢的一块木牌到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英名墙上的名字。侯甫元想对五
叔说：“祖国一直没有忘记你们！祖国今天
已经强大了！”

烈 士 侯 永 信 ：上 柳 村 的 汉 子 回 来 了
  【烈士档案】侯永信，1920 年出生于辽

宁灯塔柳河子镇上柳村。1950 年，侯永信

参军入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1 年

4 月壮烈牺牲，年仅 31 岁。2014 年，首批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侯永信就在其

中。2019 年，经过 DNA 比对等技术确认

了侯永信的身份。同年，在“寻找英雄”的活

动中，侯永信仍生活在上柳村的后人与他

“相认”。

本报记者白涌泉、武江民

　　 1928 年出生，21 岁参军入伍，25 岁牺牲
在朝鲜战场，长眠异国他乡，这是林水实短暂而
又英勇的一生。
　　仲春，是荔枝花开的时节。在福建漳浦县凃
楼村山脚下，灿黄的荔枝花绵延起伏，层层叠
叠……
　　带着故乡独有的荔香，林水实的侄孙林艺
辉、林艺煜兄弟俩，从 2000 多公里外的福建漳
浦县赶来，站在刻有林水实姓名的英名墙前。一
声闽南语的“叔公，我们来看你了”，或许是这位
年轻战士最想听到的乡音。
　　纵是千山万水，也难阻血脉亲情。近 70 年
的等待，近 70 年的期盼，从林水实的哥哥，到
他的侄子，再到侄孙，三代人的努力，在这一刻
完成了盼望已久的“团聚”。

老屋里的青年画像

　　福建省漳浦县凃楼村，林家老屋内，一侧是
泛黄的青色长椅，一侧是棕黑色的老式电视柜，
脚下的木地板早已斑驳，辨不出原本的颜色。这
里的一切似乎都在老去，唯一不变的，是中间悬
挂着的那张青年画像。
　　眉清目秀，方方正正的脸上透出一丝青涩
和懵懂。这是年轻时的林水实。
　　 1949 年 4 月，21 岁的青年告别家人参军
入伍，后又随军赴朝作战。自此家人便再也没了
他的消息。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林家人收到一本三等功
证书和一张烈士证明——— 林水实再也回不来了。
　　“1951 年 5 月入团，是 73 师 218 团 6 连
的一名班长。”这是三等功证书的右页，左页功
绩栏记得要更详细一些：“打得勇猛”“指挥灵
活”“数次反扑，指挥全班歼敌百余名”。
　　另外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上，则记载了林
水实的最后一场战斗：“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
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作战中牺牲。”
　　此时，距离朝鲜停战协定落笔签订仅剩一
个多月。林水实倒在了战争结束的前夕，他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 25 岁。

　　“当时林水实身上绑着炸弹，在战友们的掩
护下，爬到敌军坦克下引爆了炸弹。”林艺辉说，
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家里老人从政府工作人
员那里听到了叔公牺牲的经过，目前已很难辨
认真假。
　　但儿时的林艺辉，喜欢站在老屋的青年画
像下，幻想这位素未谋面的叔公，在战火硝烟中
义无反顾的身影。“如果故事是真的，你说那一
刻，他害怕吗？疼吗？”
　　长大后，随着爷爷、父亲相继离世，老屋渐
渐寂寥下来。但那张青年画像始终挂在客厅的
墙上。这是林水实留给家人的唯一一张画像。逢
年过节，林艺辉兄弟总会在画像前插上几炷香
寄托哀思。
　　 2020 年 9 月，一通电话打破了林家的平
静。网上寻亲的烈士中，一枚刻有“林水实”字样
的印章，成为寻找烈士家属的关键。随后，经有
关部门核实及 DNA 比对，林艺辉最终确认，那
个归家的烈士“林水实”就是自己的叔公。
　　当年，21 岁的林水实离开家乡时，4 月的
荔枝花开得正盛。其中一棵矮小的，是他父亲在
世时种下的。
　　如今，那个离家参军的少年郎再回故土，父
亲栽下的荔枝树已有 10 米多高，好似一位饱
经沧桑的长者，在望儿早归。

军营里的齐声呼唤

　　“林水实。”
　　“到！”
　　每晚 8 点半，距离凃楼村 3000 多公里外
的军营里，依然会响起“林水实”的名字。繁星
下，全连官兵整齐列队，齐声喊“到”，气势如虹。
　　这里是第 78 集团军某合成旅合成 3 营支
援保障连。抗美援朝战争中，林水实所在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 23 军 73 师 218 团 6 连是其
前身。
　　寻找英雄战友“归队”，是连队官兵一直以
来的心愿。几年时间里，连队指导员刘超翻遍了
部队旅史，又多处探访，还原了连队的足迹。
　　“我们连队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
争，是全团承担突击任务的连队之一，战斗特点
就是不怕牺牲，无所畏惧。”刘超说，虽然有连
史，但连队几经改编，花名册早已残缺，他们只

能从寻回的烈士名单中一点点寻找。
　　 2020 年 9 月，林水实家人寻亲成功后，
刘超从网络上偶然得知林水实的部队番号。

“当时很惊喜，218 团 6 连，就是我们曾经的
队伍。林水实就是我们的老战友、老前辈。”
刘超说，林水实烈士身份的确认，让连队上
下振奋不已。很快，连队派人来到凃楼村，看
望 林 水 实 的 家 人 ，了 解 烈 士 先 辈 更 多 的
故事。
　　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到福建省漳浦县，
南北跨越 3000 多公里，辗转飞机、火车、汽
车多种交通工具，站在老屋里，连队战士们和
林水实家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他们都是这名 25 岁烈士的“亲人”。
　　在林水实家乡了解清楚他的生平故事
后，刘超专门为林水实举行“英雄入列仪式”。
连队院里，战士们两列排开，随着号角声响
起，林水实的画像正式入列连史馆。
　　入列仪式不久后赶上新兵下连，望着新

兵的面庞，刘超觉得他们一个个都和林家老
屋里画像上的青年一般，青涩而倔强。训练之
余，刘超一遍遍地讲起林水实的故事。每次晚
上点名，他总让战士们头抬得再高一些，声音
再响亮一些。
　　“林水实。”
　　“到！”
　　那一刻，战士们的齐声应答，响彻夜空。

荔枝酒的淡淡清香

　　今年 3 月初，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林艺辉和哥哥林艺煜从老家赶来，带着一坛
荔枝酒，来为安息在这里的叔公祭扫。
　　英名墙上镌刻了 19 万多名烈士的姓
名，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已经逝去的年轻生
命，他们走后没有留下一方青冢，却在这里被
人们铭记。
　　林艺辉逐行逐字地寻找着，“林水火……

林水实，找到叔公的名字了！”站在英名墙下，
他昂着头，踮起脚尖，身体有些笨拙地探向
高处。
　　名字太高探不到，林艺辉就干脆站在原
地，静静注视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名字，轻
轻用闽南语说：
　　“叔公，我来看你了。”
　　时光荏苒，林艺辉这一辈人大多年近半
百，鬓角处也有几许白发。而他们的叔公却永
远停留在了 25 岁。
　　英名墙前，一张方桌上摆满了家乡的照
片，那是林水实生长的地方。一个美丽的渔
村，依山靠海，村里有着迷宫一样的巷道门
楼。照片中，林水实的那间老屋挤在其中，仍
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此刻，英名墙外，苍翠的松柏在风中轻
轻摇摆，沙沙作响，似乎正与这里成千上万
的“游 子 们”，共 同 诉 说 那 朵 从 故 乡 飘 来
的云。
　　“这些荔枝是蝉鸣荔红时摘下的，最甜
了。酿的酒也是最香的。”林艺辉说，家乡的那
棵荔枝树，从三月花开，到六月结果、九月酒
香，年复一年。这坛荔枝酒，是家人的思念，也
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他想给叔公讲讲自己的孩子，一个 12
岁，一个 18 岁。这几年，他时常拿出烈士证
明和三等功证书的照片，给孩子们讲起老屋
里青年画像的故事。
　　近几年，周边时不时有人来到凃楼村的
林家老屋，调研、学习林水实的事迹。林艺辉
一直念叨着，想把自家老屋建成一间红色展
览馆，专门讲述林水实的英雄故事，让更多人
走进这里，了解叔公的一生。
　　刘超也想给老战友讲讲连队现在的样子。
　　 2020 年那茬新兵已经“长大”了，他
们在集合的号角声中，苦练本领，磨炼出了
永 不 褪 色 的 橄 榄 绿 ，不 输 老 兵 们 当 年 的
风采。
　　“荔枝树四季常青，欣欣向荣，生命力强，
可生长百年以上，寓意长盛不衰。”林艺辉说，
叔公的无畏精神就像家乡的荔枝树一样永
恒，我们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清风吹过，荔枝酒香溢满烈士纪念广场，
林水实终于“回家了”。

烈 士 林 水 实 ：荔 香 深 处 是“ 吾 乡 ”
  【烈士档案】林水实，福建省漳浦县凃

楼村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3 军 73 师

218 团 6 连战士。1949 年 4 月参军入伍，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随部编入中国人民志愿

军赴朝作战，1953 年 6 月 7 日在前线战斗

中牺牲。

　　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寒。
　　从 2014 年至今，累计 8 批 825 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的怀抱。让无名者有
名，让英雄回到亲人的怀抱。通过印章寻迹、DNA 比对，历经千辛万苦，在茫茫人海中完成
一次又一次穿越时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终于有 10 位烈士成功“找到”了亲人！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新华每日电讯和新华社辽宁分社自今日起联合推
出“为英雄寻亲”大型人物报道，与读者一道去寻访烈士们的传奇故事，体味绵延不断的血脉
亲情，感受历久弥坚的家国情怀。
　　此次报道得到了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我们专访了 8 名“寻亲”成功的烈士家属。他们从福
建、河南、辽宁等地赶来，汇聚在长长的英名墙下，为烈士们捧来家乡的酒水、黄土、大枣……
　　致敬！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每一个名字都曾风华正茂，他们已将生命融入了祖国的
江河日月！

  ▲ 3 月 5 日，烈士侯永信的侄儿侯辅吉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内的英名墙寻
找侯永信的名字。                   本报记者潘昱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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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林水实留给家人的唯一一张
画像。逢年过节，林艺辉兄弟总会在画像
前插上几炷香寄托哀思。 受访者供图

  ▲ 3 月 5 日，林艺辉（右）在刻有林
水实名字的英名墙前打开从老家带来的
荔枝。    本报记者王乙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