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时秀敏

让烈士“回家”

———记“寻亲使者”张红琢

3

月
18

日晚，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节目录制
现场， 他的故事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300

名梦想观
察团成员一次次给他送上热烈的掌声。数十名神秘嘉
宾则以跪拜和泪水表达着对他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他，就是张红琢，一个走遍全国
150

多个烈士陵
园，拍下

6000

余幅图片，把烈士陵园、墓志铭、墓碑
当成唯一主题的“唐山好汉”；一个十年如一日，义务
为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
烈士寻找亲人的“寻亲使者”。 也正是他今年

3

月初
为

10

名信阳籍抗美援朝烈士寻亲的电话，开启了本
报“国信杯”“忠骨有处寻亲人今安在———为抗美援
朝烈士寻亲”公益活动暨大型主题报道宣传活动。

“只要活着， 我为烈士寻亲之路就没有止境。 ”

《中国梦想秀》节目录制结束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张红琢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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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烈士“回家”是他最大的心愿

作为“中国梦想秀”的“追梦人”，每个人都
有与众不同的梦想，张红琢的梦想就是“让更
多烈士‘回家’，让烈士亲人不再流泪！ ”

张红琢每年有两个月时间在外奔波，而他
只是一名小区物业管理人员， 每月只有

1000

多块钱的工资收入。 为了让更多烈士“回家”，

张红琢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照相馆， 拼命挣
钱，又不遗余力地花费在为烈士寻亲的路上。

张红琢心脏不好， 医生建议他不能太劳
累。 可自从开始了寻亲行动，他就没有了空闲
时间。他的手机更是成了热线电话，寻亲的、感
谢的、采访的，不分早晚都有人打来。

看着丈夫一天到晚为了别人的事忙忙叨
叨，妻子埋怨他没事找事。但埋怨归埋怨，因为
不放心丈夫一个人外出，妻子果断地加入到丈
夫的“团队”。

朋友许国泰开始也不理解张红琢，好好的

日子不过，却为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花钱费
力，到底图啥？ 但看到夫妻俩忙忙碌碌，身体又
都不好，抱着帮忙的心思，他和张红琢一起外
出。 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许国泰被“同化”

了，成了张红琢寻亲路上的“铁杆哥们”。

亲朋支持了，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还有
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主动提供线索，张红琢
的寻亲之路越走越踏实。

得知本报正在开展“忠骨有处寻亲人今
安在———为抗美援朝烈士寻亲” 公益活动，且
已陆续找到烈士的亲人时， 张红琢十分高兴，

他寄语本报，“让我们共同努力， 让更多烈士
‘回家’！ ”

张红琢告诉记者， 他目前还掌握有一些在
云南、广西等地安葬的信阳籍烈士资料，等他整
理校对后，还要通过信阳日报社为烈士寻亲。

张红琢的寻亲之路，没有止境……

感恩让他踏上为烈士寻亲之旅

唐山曾是一座灾难深重的城市。

1976

年
7

月
28

日那场旷
世罕见的地震，让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瞬间夷为平地，也让这
里成为被全国人民的爱心包围的城市。

那一年，张红琢
15

岁。 解放军叔叔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救
助遇难及伤亡群众的画面震撼着他年少的心灵，绿军装的最美
成色从此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

18

岁那年，他踊跃报名参军
没能如愿，但对绿军装的情谊却从未削减。

2007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红琢得知唐山烈士陵园里有
很多外地的烈士一直没亲人祭奠，而陵园和相关单位掌握的烈
士身份信息甚少，无法与烈士亲属取得联系。

烈士英勇牺牲却孤独长眠， 家属苦苦思念却无处寻找，怎
样才能连接起这被时空分离的亲情？ 站在陵园里，看到一排排
令人肃然起敬的墓碑，张红琢萌发了为烈士寻亲的念头。

从那时起，奔波于各地的烈士陵园就成为张红琢生活的一
部分。寻找烈士陵园———拍下所有墓碑的照片———到民政部门
查询烈士名录———比对、核查并确定烈士信息———实地寻找烈
士亲人或借助媒体和网络发布寻亲信息，这就是张红琢的寻亲
“线路图”。

这张看似明晰的“线路图”，却并非坦途。 他遇到的第一个
“关卡”，就是有些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不理解，不让拍照。一旦
无功而返，往往只能第二天起个大早，翻墙“偷拍”。他清楚地记
得，有一次他去齐齐哈尔的一个烈士陵园，同样吃了“闭门羹”。

第二天凌晨
4

时赶到陵园时，下起了小雨。陵园的墙有两米高，

他和陪同的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翻过去。 两人趁着天黑，

淋着雨进行拍照。等拍完，天也亮了。但张红琢却很高兴，“那里
有

100

多位烈士，拍到的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

到民政部门查询资料，偶尔也会遭遇怀疑和婉拒。 而即便
有了烈士墓碑照片和烈士名录，也不像最初设想的顺藤摸瓜那
么简单。

姓名、籍贯、所属部队加上安葬陵园，便是每一位“孤独烈
士”的全部信息。 有些还没有部队番号、没有详细籍贯、登记与
事实不符、姓名和地名音同字异……面对这些情况，张红琢需
要查阅更多资料，反复对比分析，确定烈士家乡。长期在电脑前
进行碑文资料与烈士名录的校对，张红琢因此落下了眼疾。

或许一字之差，就是南辕北撤。 张红琢大海捞针一般寻找
着所有可以利用的线索，奔波于全国各地。从寻找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烈士亲属，到为抗美援朝烈士寻亲；从为唐山籍烈士寻
亲，到为全国烈士寻亲，张红琢的寻亲网越拉越大。

“好多烈士牺牲的时候，都特别年轻。为了啥？就是为了今
天的好日子。我们到啥时候都不能忘了他们！”正是怀着这样质
朴的感恩之情，张红琢执着地行走在义务为烈士家属寻亲这条
充满艰辛的路上……

墓碑前的团聚是他前行的动力

2013

年清明节，小雪飘扬。 长春市革命烈
士陵园里，

68

岁的西安老人周汉文拿出家乡特
产柿饼子，播放起家乡的秦腔，失声痛哭，长跪
不起。 而面前的墓碑，属于他从未谋面的烈士
父亲。 和父亲的相会，他等了

68

年……

“虽然我父亲从来没有见过我爷爷， 但幸
运的是，他还能在有生之年‘找到’爷爷，还能
去祭拜他。 ”周汉文的儿子尹青江告诉记者，为
了寻找爷爷周德友烈士的安葬地，父亲执拗地
将他兄妹四人都送往爷爷曾经的部队所在
地———吉林长春读大学。 尽管如此，爷爷的安
葬地依然多年寻找未果。 正是张红琢发布在网
上关于爷爷的信息，让一家三代人实现了墓碑
前相聚。

最后一封家信已经泛黄破损，烈士的照片
依然英气勃发，杭州市大江东开发区的刘卫琴
说，这都是父亲生前视若生命的宝贝。 烈士叔
叔刘元富始终音信杳无，父亲死不瞑目。 但如
今，她终于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叔叔的
安葬地找到了，好心人张红琢送来了这惊天的
好消息！

“他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我至今还不知道
他的名字是哪几个字。 ”刘卫琴说，得知好消息

的她几夜难眠。 在《中国梦想秀》节目录制现
场，包括她母亲、哥嫂、儿子儿媳、侄子等在内
的一家

8

口人向素不相识的张红琢下跪，表达
难以诉说的感激。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 激励着张红琢一直
走下去的，就是这每一次寻找历程中收获的感
动，就是这烈士亲人的情有所寄，就是这被分
离的亲情再次的相聚！

张红琢清楚地记得，他为沧州籍抗美援朝
烈士刘树增寻亲时，得知消息的烈士姐姐和外
甥第二天就赶往墓地。 外甥打来电话说，俺替
妈妈在电话中给您跪下了！ 电话中，他在那头
哭，张红琢在这头哭。 张红琢说，谢啥呀，您的
亲人都为国家牺牲了，我们应该谢谢您！ 人民
应该谢谢您！

这样感动着烈士亲人、 也被烈士和烈士亲
人深深感动的经历， 让张红琢的使命感越发强
烈，寻亲的脚步也更加坚定。

8

年来，经他校正
后的

700

多名烈士安葬地的信息被发往全国
23

个省份，

460

多位烈士找到了“家”。他踏破铁
鞋为烈士寻亲的事迹感动了唐山、感动了河北，

也感动了中国。

2013

年，他被评为“感动河北”

年度人物，并入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

图为张红琢在烈士陵园拍照（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