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是什么时候到郑州的？在这里过
得还习惯吗？”靳老关心地问。“老人家，我们
来了两天了，郑州不错，吃住晚报安排得也
都很好。”当得知烈士后人和他见完面后就乘
火车离开郑州时，靳老遗憾地说：“你们应该
早点过来，我可以在家里招待你们，以后有机
会欢迎你们常来郑州，来我家里做客。”“靳
老，您是老英雄，我们会常来看您的。”

靳老从屋里拿出 2000 元钱，塞给烈士
的后人：“这个钱给你们两家当车费用，你

们收下吧，我的一点心意。”卢汉民一直和
靳老推让，“老人家，我们怎能收您的钱
呢，我们生活好了，不能收您的钱。”但靳
老执意让大家收下。

“来吧，我们合个影，做个纪念。”老人与
烈士后人在靳老客厅里拍下了一张合影。

靳老将烈士的后人送出院外，再三交
代：“路上小心，向你们家里人问好，向村里
人问好。”靳钟老人一直目送本报载着烈士
后人的车子缓缓离开干休所。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张锡磊
晚报记者 邢进 董洪刚

随着昨日纪念郑州解放六十周年大型凭吊
活动的成功举行，本报“郑州解放六十周年大
型纪念报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 20 余日
的采访和调查过程中，这座城市一段珍贵的
记忆被一点点完整地还原。有许多意外发现
也在调查中逐渐显现，使郑州解放的历史更
加真实与丰满。

寻访新发现40多名解放郑州烈士
9 月底，本报已经开始筹备这个持续半个

多月的大型纪念报道。采访的第一站，是郑州
烈士陵园。我们在此得到了最珍贵的资料“解
放郑州——郑州战役部分烈士英名录”，这份英
名录，为寻访烈士的后人提供了可能性。

凭着这极其有限的线索，国庆长假期间，本
报派出记者，远赴烈士集中的山西省陵川县寻
访。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帮助下，我们有了惊人
的发现，仅陵川一地，就有 13位烈士为郑州解
放献出了生命。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的意外
发现越来越多，在山西壶关县民政局，查找到
10 名烈士的名单。深秋的太行山区，霜寒露
冻，为了寻访烈士的直系亲属，我们的记者每天
背着数十斤重的行囊，奔走在崎岖难行的山路
上。大量的烈士亲属，在我们的寻访过程中被
一一找到，通过他们的讲述，已经埋进岁月深处
的烈士们的形象逐渐清晰，他们的生平和故事，
被我们的报道忠实记录。

随后，我们的记者又转往河南林州市和河
北磁县。据统计，截至报道结束，此次大型采访
新找到 40余名解放郑州的烈士。对于这些珍
贵的史料，本报将结集成册，转交给烈士家属、
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等相关单位和人员
手中。

多名见证人讲述鲜活郑州解放故事
在寻访烈士后人的同时，本报亦开始在本

市寻找当年亲历郑州解放的见证者。在数百万
人口的郑州，要找到这些老人绝非易事。所幸
的是，本报大型报道的连续推出，迅速引起了读
者们的强烈关注。不少亲历历史的老人，纷纷
给我们打来电话，讲述他们当年的经历。

在与见证者们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一次次
被感动着。75岁的张纯洁老人，在郑州解放时
还是一名中学生，但那段火热的岁月，整个城市

焕发的勃勃生机，却深深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当年，郑州的大街小巷，曾经到处传唱当时军管
会创作的《郑州解放之歌》，它热烈欢快的旋律，
与老人的青春岁月重叠在一起。为了这份情
结，张纯洁老人历经 10年，完整发掘整理了这
首歌曲，并多次上报市委、市政府，希望将它刻
在郑州解放纪念碑的背面。

80岁的吴长春老人，16岁参加革命，身经
百战，至今身上还留着鬼子的弹片。当年，他是
九纵二十六旅十七团二营四连的副指导员，亲
历了激烈的郑北决战，他曾经亲自抢救出四连
的7名伤员。

78岁的邵天才老人，60年前是花园口一名
贫苦的农家少年。在解放荥阳的战斗中，一位
解放军给了饥肠辘辘的他一碗米粥。这雪中送
炭的温暖，从此坚定了少年革命的道路。郑州
战役，成为他参军后的第一仗。

他们的讲述，使郑州解放的故事，一点点变
得生动、鲜活。

在日华人媒体寻访“日本八路”家人
为了真实还原当年的郑州战役，在老将军

靳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本报还派出记者，远
赴湖北，采访当年解放郑州的老部队。在这里，
搜集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从而得以完整还
原了当年这场意义重大的惨烈战事。通过8篇
生动翔实的报道，再现了当年令人热血沸腾的
一幕幕场景。

在本次采访报道的过程中，我们邂逅了最
大的意外——长眠在异国土地上的日本烈士松
井实。几乎是在零线索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
艰难的寻访。几经周折，通过九纵政治部老战
士段绪德的回忆，松井实的身份得以确认，他是
九纵政治部前方战俘收容所医护小组的医生。
松井实的籍贯，是日本京都。本报关于寻访松
井实的报道刊发后，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反
响。日本华人媒体《关西华文时报》的特约记
者、著名撰稿人萨苏在日本开始寻访松井实的
家人。虽然目前仍无结果，但松井实的情况已
经在日本厚生省进行了登记，他的家人很有可
能通过厚生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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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合影 两代英雄相会
烈士后人拜访解放郑州功臣靳钟将军，靳老请他们常来家里做客

“你们都是烈士的后人，你们受了很多的苦，我很感谢你们。”昨天，本
报邀请的4名烈士家属在纪念仪式结束后去靳钟老人家中探望，作为解放
郑州战役指挥员之一的靳老看到烈士的后人很高兴：“这2000元是给你们
的车费，希望你们家人健康，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靳老依依不舍地送行。

卢汉民、刘太生等4名烈士家属捧着鲜
花走进靳老家中：“老人家，我们来看您了，
您的身体还好吧？”靳老激动地说：“我身体
很好，本应该我去看你们的，谢谢你们。”靳
老握着他们4人的手，问寒问暖。

90岁高龄的靳老作为解放郑州战役的
指挥员之一，面对老战友的孩子有很多话要
说：“你们家里都有几口人？生活还好吧？
身体怎么样？村里人生活过得如何……”靳
老对于烈士的后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问

了很多生活上的细节，还热情招待远道而来
的客人：“孩子们吃点苹果，喝点水。”靳老忙
里忙外给大家拿吃的。

靳老对烈士后人说：“你们的父辈为了
解放郑州牺牲了，从事革命斗争，牺牲是不可
避免的，他们都是好样的。另一方面，你们也
是不幸的，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不容易啊。”

当得知烈士后人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
了，生活也幸福了，靳老高兴地说：“这样就
好，我就放心了。”

“你们破费了，你们怎么能够给我买花
呢？能来看我，我就非常高兴了。”靳老不
肯收下烈士后人献给他的鲜花，“你们的父
辈牺牲了，你们吃了很多的苦，你们的苦是
为郑州人民受的，我不能收你们的花，我
应该给你们献花。”靳老捧着鲜花，往卢迎
朝烈士的儿子卢汉民手上送，两位老人相

互推让着。
一位是 90岁的老人，一位是 60多岁的

老人，一位是老红军、老军长，一位是烈士的
后人，因为解放郑州战役让他们站在了一
起。“老人家，你是老首长，我们来看看你，希
望你身体健康，这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
收下吧。”

有空常来家里做客
这2000元是一点心意就收下吧

鲜花我不能收下
我应该给你们献花

本报历经20余日采访报道
真实再现郑州解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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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钟：原中原野战军九纵27旅79团
团参谋长、郑州战役指战员、某军原副军
长，参加过郑州战役薛岗、苏家屯阻击战
等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