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抵达心灵深处的寻亲之旅
黄宁

这是一次跋山涉水的寻亲之旅。 山重水复、 辗转数
地，采访团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的执着信念，使此次寻亲
柳暗花明，峰回路转。

落英缤纷的宁静山坳，鸡犬相闻的桃源意境。当舒志
云老人打开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记忆时， 天人永隔的深切
思念，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让老人老泪纵横，也让我们
如此欣慰：能了却老人有生之年的一桩心愿，即便山高路
远，一切也都是值得的！

离别时，满载而归的采访团成员异常欣喜。于烈士亲
人来说，我们给他们带去的是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缅怀；于
我们来说，这场抵达心灵深处的寻亲之旅无疑是对“我的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我的心中就沉淀多少激情”的最好诠
释。 付出艰辛只为收获更多的感动，接下来，我们的脚步
会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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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山越岭只为找到你
———为肖国付烈士寻亲记

从河区东双河镇响山村到东双河镇中学，再到东双河镇付河村，寻找肖国付烈士的
亲人可谓是一波三折。 整整一天，我们采访团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找到了肖国付多位亲
人，并见到了与他一起生活过的二嫂舒志云。

“肖国付是我三弟！ ”

3

月
22

日下午，在付河村，

82

岁的舒志云老人因采访团的到来，

久久不能平复激动的心情，“盼了那么多年，总算又有小黑（肖国付小名儿）的消息了！ ”

本报记者时秀敏郝光吴楠
见习记者黄宁

柳暗花明找到烈士亲人
在东双河镇茶叶市场，我们辗转找到了肖来喜

家。 烈士亲人找到了，这让采访团喜出望外。

“小时候，爷爷经常给我们讲三爹的故事，三爹
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对三爹，肖来喜心存浓浓的钦
佩之情。

肖来喜的母亲曹秀英，今年
83

岁。 一场大病，

让老人吐词含糊。 加上得知三哥肖国付的消息，老
人十分激动。 我们只能在老人女儿的帮助下，明白
了老人老泪纵横的讲述。据她回忆，她嫁过来时，三
哥已经牺牲，当时家里保存了三哥的照片、军功章、

军属牌等物品， 但都遗失在
50

多年前的一场大火
和三番五次的搬家途中。

“你们去问我二嫂，他们一起生活过。 ”未与肖
国付谋面的曹秀英建议采访团再找找二嫂舒志
云， 或许她能更清楚地向我们追忆起烈士生前身
后事。

舒志云现住在东双河镇付河村， 那里也是肖
国付出生长大的地方。 采访团再次踏上寻亲路。

穿过山间美丽的樱桃沟， 翻过新芽吐翠的茶
山，一方池塘映入眼帘。 池塘四周，桃树、杏树、木
瓜、枫杨比邻而居，塘中几只鸭子在欢快地嬉戏。池
塘边，三间老式土坯房默然矗立，一位头发斑白的
老人正带着小孙子玩耍，好不自在。

老人就是舒志云，

64

年前，肖国付就是从这三
间土坯房的原址，戴着大红花光荣参军的。

舒志云比肖国付小一岁，虽是嫂嫂，但年龄相
仿，两人相处很融洽。 “

1951

年，三弟说想参加志愿
军，他把这事儿只告诉了我。 ”舒志云回忆道，三弟
块儿大、个儿高、圆脸，非常敦厚老实，训练也很刻
苦，扔手榴弹比赛，他每次都是第一名。

当年，部队出发前，二哥肖国洲曾去探望三弟，

三弟抱着战死的决心，希望二哥将来能过继一个孩
子给他，但二哥没答应，“让他心里有个牵绊，记得
早日回家。 ”

“谁知道，三弟这一去就再没回来！他牺牲时只
有

20

岁！ ”舒志云哽咽地说。

祭拜烈士是三代人的心愿
肖家人知道肖国付牺牲的消息如同我们寻找他的家人

一样，经历了一番曲折。

1953

年
12

月，肖国付牺牲在朝鲜，部队将他的遗物寄
回家乡。由于包裹上名字有误，导致包裹先后寄往河北省石
家庄市、山东省西山河村、信阳市柳林乡等地。 许久不曾得
到弟弟消息的肖国洲心中不安，不断地往邮局跑，查看是否
有弟弟的信件。

最终，这个写错名字的包裹被寄回东双河镇。 打开后，

包裹内的阵亡通知书深深刺痛了肖国洲的眼， 他的眼泪瞬
间哗哗地往下流。

“大家要学习肖国付的英雄排，肖国付是扛着炸药包英
勇就义的！ ”多年后，舒志云的女儿肖永芬参加青年民兵训
练，县里的武装部仍号召大家向肖国付英雄学习。在肖家人
心里，这无比荣耀的背后却是不为人知的伤痛。

由于阵亡通知书上说肖国付牺牲在朝鲜， 家人一直以
为他安葬在朝鲜。多年来，祭拜肖国付成为压在一家三代人
心中的一块石头。

2000

年， 肖国洲带着几个儿子在老母亲的坟旁给肖国
付立碑修坟。每年清明节，肖家人总会去扫墓祭奠。尽管老爷
爷留下了“人老三代不当兵”的遗言，

2004

年，肖永春（肖国洲
的二儿子）还是将儿子肖世昌送到了部队。 同是军人，肖世昌
似乎理解了三爷的选择，对三爷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他一
直试图打听关于三爷安葬地的消息，结果却一无所获。

当采访团将肖国付的安葬地告诉肖家人时，他们赶紧
用纸笔认真记下。 “父亲的遗愿完成了，压在我们心中的
石头也落地了！ ”肖永春说。

“我们一定要到丹东看看三爹，他一个人在那儿躺了这
么多年，太寂寞了，我们得去陪陪他！ ”这是肖永春的愿望，

更是肖家所有人的愿望。

告别肖家人已是傍晚。舒志云和儿孙们站在屋后，与我
们挥手作别……

烈士资料：肖国付，男，

1933

年
3

月生，河南省信阳
县东双河公社响山大队肖家湾（今河区东双河镇响山
村），

1951

年
12

月参加革命，

1953

年
12

月牺牲于朝鲜，

志愿军副连长（资料来源于河南省英烈网）。 现安葬于辽
宁省丹东市宽甸县双山子镇抗联革命烈士陵园。

一波三折的寻亲路
3

月
22

日上午， 采访团一行首先来到肖国付
烈士的故乡———东双河镇响山村，在河区委宣传
部和东双河镇文化站的帮助下，开始了实地寻找烈
士亲人的行动。

从东双河镇政府出发，经过一段狭长的乡间小
路，穿过铁路涵洞，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宽阔的河流，

河水清澈见底，绿树红花倒映其间，当地人称它为
响山河。 跨过响山河面上的小桥，顺着路人指引的
方向，我们离响山村越来越近了。

“老乡，你们知道肖国付吗？ ”一进村口，采访
团就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

“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肖国付？ 从小就听父母讲
过他的故事。”“他父亲和五弟原来就在我们住！”

热心的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说。

村民朱忠贵自告奋勇要带我们去烈士老屋。

肖国付老屋在一处山坳里，距离村口较远，需穿过
一片空旷的稻田，再沿着山路绕几个弯才能到。

徒步行走约十五分钟， 在山坳间一方池塘后，

我们见到了烈士老屋，四间白墙红砖的平房，因久
无人居住，门前杂草丛生。侧屋的土坯房，则是一片
断壁残垣。

“我老爹肖文田（肖国付之父）以前在这儿住。”

73

岁的肖国前是肖国付本家兄弟， 小时候在肖文
田家里看过肖国付穿军装、拿盒子枪的英武照片。

“也没听老爹说过太多三哥的事，后来他们又
搬家，我们联系就少了。”肖国前的一番话让我们的
寻找再次回到原点， 不过他很快又给了我们希望，

“我五哥的儿子肖来喜在东双河镇上住， 你们可以
去看看。 ”

未作停留，采访团立即返回镇上。

坨

弯

采访团听舒志云老人讲烈士的故事。 郝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