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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底排查后
帮烈士寻亲

在中华英烈网上，李信芳烈士的信
息十分简单，牺牲时间是1955年6月13
日，地点是青岛市。由于没有更多有价
值的信息，过去的这些年，尽管烈士家属
多次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具体安葬地。

“找到烈士家属，多亏了今年这次
散葬烈士的摸排工作。”李延尧介绍，为
了更好地守护散葬的烈士墓，弘扬革命
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他们特别对散葬在
乡村的烈士墓地进行了一次调查摸
排。在鳌山卫街道七沟村和向阳村附
近调查时发现，67 年来，这里安葬着一
位叫李信芳的烈士，一直没有亲属来祭
拜过。

根据有限的信息，即墨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双拥优抚科工作人员展开调查。
在先后调查走访烈士安葬地附近 10 多
个村庄后，整理出了一份和李信芳烈士
相关的信息报告，通过有价值的线索比

对，立即联系上了毕节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进行信息核对。

“得到线索后，确认烈士就是在贵州
毕节入伍的。”李延尧说，毕节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接到协同调查请求后立即展开
信息收集，通过比对筛查发现，有一个线
索和李信芳烈士比较吻合，随后确认，李
信芳烈士的亲属就在毕节市织金县。

曾参加抗美援朝
牺牲在青岛

由于李信芳烈士牺牲后没有具体的
安葬地点等信息，所以毕节市烈士陵园
当年只能将李信芳烈士的名字镌刻在了
烈士纪念碑上。经过两地退役军人事务
局调查，终于找到了李信芳烈士的弟弟
李品芳。

“找到烈士亲属时，李信芳的弟弟李
品芳很激动。”毕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欧主任介绍，接到即墨方面的协同电话
后，他们经过调查找到了李品芳，在各方
面的信息比对后确认，李品芳就是安葬

在青岛的李信芳烈士的弟弟。
“67 年了，父亲的这个心愿终于了

却。”李品芳告诉记者，他在兄弟三个当中
排行老三。二哥李信芳 1951 年入伍，曾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随部队来到
青岛，在一次国防建设中英勇牺牲，当时
李品芳才 1 岁多，后来常听父亲说起二
哥的英雄事迹，也曾去找过二哥的墓地，
但由于二哥的原部队已经联系不上，所
以一直没有如愿。1977 年，从小就以二
哥为榜样的李品芳也光荣参军，3年后退
伍回到毕节老家。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他曾多次托人打听二哥在青岛的安葬地，
但一直没有结果，没想到这次终于圆了父
亲的心愿。

“二哥参加抗美援朝的证书、牺牲后
的烈士证明至今还保存着。”李品芳说，
由于二哥参军时年龄不大，一直没有成
家，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曾给父亲写过一
封信，信中说等他在青岛安顿好后，就回
老家看望父母亲人，没想到这个愿望还
没实现就牺牲了。李品芳表示，现在终
于找到了二哥，他和家人将尽快来青岛
为二哥扫墓。

67年，三代村民接力守墓
即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李信芳烈士找到亲属 一段拥军爱民鱼水情跨越半个多世纪

11月24日上午，在美丽的青岛市即墨区鳌山湾畔出现了感人的一
幕：即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橄榄绿志愿者服务队的代表以及几名村民，
手捧鲜花来到革命烈士李信芳的墓前，十分敬重地告慰烈士：他远在贵州
毕节的亲人找到了。随着找到烈士亲属的消息传开，一段半个多世纪的拥

军爱民故事也浮出水面。即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优抚科科长李延尧介绍，在对散葬的烈士墓进行调查时发现，
一直没有找到1955年在国防建设中牺牲的李信芳烈士的亲人。在青岛和毕节两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努
力下，最终找到了烈士家属并确认了信息。在过去的67年，即墨鳌山卫街道多个村庄和学校一直守护着李信芳烈
士的墓地，每年清明节，当地政府都会组织学生前来扫墓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 幕后故事 /

为烈士寻亲
让忠魂归根

去年9月17日，为了让忠魂回
归故里，让烈士与亲人团聚，让“缅
怀先烈、崇尚英雄”成为全社会的情
感认同和自觉行动，让“尊崇英雄、
关爱英雄”成为青岛的城市品格，同
时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青岛市启
动“为烈士寻亲·让忠魂归根”专项
行动。我市 14 家单位建立烈士寻
亲联动合作机制，成立烈士寻亲专
项活动领导小组和志愿者两支寻亲
队伍。青岛早报也加入到为烈士寻
亲志愿者队伍中，参与寻亲活动报
道，同时联合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共同策划“绘忆英烈”等公益活
动，缅怀先烈。青岛市累计为 105
名烈士成功寻亲，绘制完成首批
100幅英烈画像。

记者了解到，去年 12 月，青岛
早报联合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
单位启动“绘忆英烈”公益活动。作
为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活动招募了40余位画像志愿
者为首批100名烈士画像。在今年
烈士纪念日之际，成功举办“绘忆英
烈”画像展，缅怀英烈，寄托哀思，传
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行力量。最终，
百幅英烈画像捐赠给青岛市档案
馆，让烈士形象以红色档案的形式
永载史册，并向参加画展的烈属赠
送画像和画册。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宋寒
于祥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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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26名烈士
找到亲人

2021年9月，即墨启动“为烈士
寻亲”工作，截至目前，已为26名安
葬在即墨的外地烈士找到了亲属，
为7名即墨籍烈士找到了安葬地。

为帮助更多烈士找到亲属，即
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烈士寻
亲工作专班，组织专人收集无人祭
扫烈士墓和烈士亲属信息，并与各
镇街进行集中校核，汇总属地烈士
寻亲线索。通过发布烈士寻亲线
索，及时将烈士的英雄事迹和相关
信息进行发布，开通寻亲热线，征
集相关线索，寻找烈士亲人，并与4
支烈士寻亲志愿者队伍对接，组织
人员核查相关线索，确定烈士亲属
和安葬地。

截至目前，即墨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已接待 24 人次寻亲成功的烈
士亲属祭扫活动。对未找到亲属的
烈士，在清明节期间安排专人开展
擦拭墓碑、敬献鲜花等祭扫活动。
此后，即墨将为烈士寻亲工作列为
一项常态化重点工作，持续发布烈
士寻亲线索，主动对接相关单位，为
更多的烈士找到亲属和安葬地。

烈士李信芳的纪念证书。李信芳烈士的军装照。

烈士李信芳的亲属找到了，在青岛
和毕节两地架起了一座红色桥梁，让烈
士与家人的亲情千里相连。记者在采访
时发现，为烈士寻亲的故事背后，还有一
段三代村民守护烈士墓67年的佳话。

即墨区鳌山卫街道七沟三村原党支
部书记于正江说起烈士李信芳时，心情
格外激动。他告诉记者，上小学时就听
说海边的山坡上安葬着一位烈士，是在
国防建设中光荣牺牲的。所以每年清
明，学校都要组织学生捧着鲜花举着红
旗来到烈士墓前扫墓，开展红色文化教

育。由此李信芳烈士的事迹深深印在了
于正江这一代人的心里，之后不仅每年
清明不断有人来扫墓，平时也有村民前
来献花。

“从小就跟着父亲为烈士扫墓，虽
然不知道烈士的名字，但知道他是为
了即墨的国防建设牺牲的，所以当地
村民特别爱戴这位烈士。”今年 71 岁
的鳌山卫街道向阳庄村渔民苗平明记
忆犹新，他记得小时候村里来了解放
军，进村后总是帮助他们扫院子、打
水，军民关系十分融洽，所以他们这代

人从小就对解放军建立了一种特别的感
情。后来长大了，对村西小山上的烈士
墓更加崇敬，平时经常到墓地清理一下，
每年清明带着孩子扫墓，敬几杯酒，以此
纪念烈士。

“听说这里有一座烈士墓，附近的村民
和学生都来扫墓，所以也一起加入了守护
烈士墓的行列中。”即墨红色书屋负责人鲁
海员介绍，他也是鳌山卫人，但距离李信芳
烈士墓还有一段距离，10 年前，他在烈士
墓附近承包了一片山地，才得知村民守护
烈士墓的故事，所以立即加入并承诺守护
烈士墓的工作。10年过去了，面朝大海的
李信芳烈士墓地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且
保护得十分完好。

每年都有人为他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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