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卢迎朝的儿子，太好了，我对你和对
我的儿子一样亲。”赵老握着卢迎朝的儿子卢汉
民的手，不肯松开。听完卢汉民介绍自己父亲
的情况后，赵老说，当年卢迎朝所在的部队，就
是和他所在的部队一起，从邙山南下后，向郑县
方向突进。“那时根据形势，郑州周边大的战事
基本结束，解放郑县（州）战争，其实也有配合淮
海战役牵制部分敌军之意，但在郑县的国民党
部队，只是在抵抗与我军乘胜前进的大势，所
以，我们的部队从黄河滩头向南，可以说各部队
都争先恐后向前冲，那时哪个部队先接仗，就有
可能立下大的军功。很多烈士之所以无名，有
的是在部队之间向前冲着杀敌时冲散了，战死
后，大部队向前进，而停下来处理后事的战士不
认识死者，当时的衣服也不太正规，上面没有名
字，所以他们就成了无名烈士。后来回忆，那的
确是当时战事进展太快的原因，这一场战役下
来，人就马上撤离，而当时军人身上没有编号，
这是一种极大的遗憾。”赵老说。

“感谢《郑州晚报》能在20天内跑遍三省50
多个县找到烈士的家属，而且又把这些家属请
到郑州。我们能亲眼看看当年与我们一起战
斗牺牲的烈士留下的血骨，这也像是重见到当
年的战友们，我们一起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
们就没有今天。”赵老擦着泪告诉记者。

赵老说，他一张不少地保存了这次《郑州
晚报》对烈士的大型报道。“看到你们记者与
烈士家属的对话，回忆战火纷飞的年代，更
加让我们热爱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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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跪不起 英魂永佑中原
烈士卢迎朝的儿子卢汉民第三次祭奠父亲,他细心地擦去了墓碑上的尘埃

昨日10时30分许，来自孟津的卢汉民，伏在父亲卢迎朝的墓碑
前，长跪不起。卢汉民按老家的传统，给老人烧纸，又细心地擦去墓
碑上的尘埃。前来参加解放郑州60周年活动的老战士中，79岁的赵
宣智祭完英烈后，向参与这次组织寻找烈士家属的《郑州晚报》记者
表示感谢。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张锡磊 晚报记者 邢进 董洪刚 裴蕾

史料记载，解放郑州的战斗是从
1948 年 10 月 21 日清晨打响的，21 日持
续了一天，激烈的战争发生在当日中
午。昨日，从上午到中午天空不停地下
着蒙蒙细雨，似乎是为 60 年前在郑州
北 郊 血 战 的 烈 士 们 响 彻 的 喊 杀 声 悲
泣。前来参加解放郑州 60 周年活动的
老战士中，79 岁的赵宣智祭完英烈后，
向参与这次组织寻找烈士家属的《郑
州晚报》表示深深感谢。“一要感谢你
们 3 年前在郑州发起找寻解放郑州功
臣的活动，把我们这批老军人集合到
一起；二要感谢你们这次抽出大量人力
物力，找到几十位无名烈士，使大多数无
名烈士有了名；三要感谢你们又找到这
么多烈士的后人，并请他们来缅怀我们
去世的战友。”老将军三声感谢说完，落
下泪来。

赵老回忆起当年：“今天是 10 月 21
日，60 年前的今日，解放郑州的战争正
在郑州北郊的薛岗和老鸦陈展开。其
实就在这一天的清晨，我们所在的二野
15 军 127 团 2 营炮连，从邙山向当时的
郑县挺进，当时我是炮连的一名普通战
士，行至薛岗一带，和漫山遍野出现的
国民党军队接上了火。那时哪里还分
东西南北，双方军队交火后，马上就开
始肉搏战，我军的人数越来越多，从邙
山和古荥方向大量赶到，而且越战越
勇。而国民党军队渐渐向南退过一条
河（就是现在的贾鲁河），随后他们的增
援部队也上来了，双方在河两岸成了胶
着状态，就像战史中所写的‘河水都染
红了’。”一直战到天黑，对方向南侧的
郑县城边撤退。“连长告诉我们，我们的
目标就是从西北向南，最终围住郑州，
歼灭郑州的所有守敌。他还告诉我们
一个认方向的秘诀，晚上迷失方向时，
就找三把粗的大树，抱住去摸，树的哪
边光滑那就是南方。我们趁着晚上向
城郊摸过去，到 22 日早上，敌人退走
了，我们的部队就进入了当时的郑县县
城。虽然随后我们入荥阳休整，但很多
战友都失散了。后来才知道，部分都在
战场上牺牲了。”

【动情一幕】

昨日10时30分许，卢汉民和妻子随解
放郑州的老军人团和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一起，赶到了烈士卢迎朝的墓前。他想起
自己唯一见到父亲的一面，还是在他很小
时，由妈妈抱着，偷偷和父亲相见的。那时
他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父亲和大部队悄
悄渡过黄河后，趁着晚上跑到汉民的姑姑
家，姑姑叫了汉民的妈妈，和父亲卢迎朝在
柴棚内见了一面。

卢汉民长跪不起，动情地说：“爹，我
来看你了，大家都来看你了。”这已是他第
三次来祭奠父亲了。1985 年，他从民政
部门听说父亲的墓碑在郑州，就和当时的
村支部书记赶来，想把父亲的墓移回去。
当他看到父亲的墓管得这么好，就打消了
这个念头，“让他在这里吧，他和一起牺牲
的战友在一起，会比在老家更好一些”。

得知卢汉民家的烈士证，早在1985年
就被乡里以换新证为名收走再没补发后，
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认为，县乡不能这样
做，烈士证是一定要发的。昨日下午，记者
向孟津县民政局致函询问相关情况，要求
切实解决烈士家属在此事上的困惑。

卢汉民第三次来祭奠
父亲，在墓碑前长跪不起

老将军回想当年情景，
那是与敌人的一场肉搏战

【三谢晚报】

赵老介绍，他们在荥阳休整后，乘火车到临
颍县城下车，大部队向南，那时淮海战役刚结
束，长江北已经没有敌人的大部队了。他们一
直赶到湖北望江县过了长江，才又和敌人交了
火。“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驻守在昆明，但我一
直挂念着当年在郑州战场上的很多老战友，与
他们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呀。20 年前我回
到郑州，一直想联系当年的战友，但无法找
到。3年前，《郑州晚报》发起了找寻解放郑州
功臣的活动，那真是一个好报道，媒体力量太大
了，帮助我们找到了几十名老战友，如果不是
《郑州晚报》那次活动，我们这些当年的老军人，
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再相聚了。”赵老说，当
时《郑州晚报》的找寻解放郑州功臣活动中，他
们找到了当年一个团里的很多战友。“当我们在
郑州晚报相见时，大家抱成一团。更不可思议
的是，曾和我在一个局里工作了10多年的老同
志，竟是我们当年一个连里的老战友，平时因为
没有交流过，相貌变化大，根本不认识了。”赵老
说，3年前，他找到了失散 57年的 20多名老战
友，昨日，14名老战友赶到郑州参加这次纪念活
动。“我们真诚地感谢《郑州晚报》的帮助。”

赵老说，他清楚地记得，10月 1日，十一黄
金周长假开始时，晚报的记者们却还在忙碌，
他们的足迹遍布了河南、河北以及山西等省，
仅在山西陵川县的民政局内，记者就发现解放
郑州的陵川县籍烈士人数达 13 人，而在这 13
人中，绝大多数应该是现在郑州烈士陵园中那
些无名的烈士们。而在山西壶关县民政局，也
查到10名在郑州牺牲的烈士名单，在郑州烈士
陵园内，其中 6人就没有名单。在河南省林州
市也找到了12名当年解放郑州的烈士名单，其
中一半在郑州陵园中无法找到。

“正是你们跋山涉水和不辞劳苦，找到了
我们当年这些烈士的家。”赵老说，他一篇不
少地看了本报追寻烈士的报道，“你们记者重
新找到的很多无名烈士的名字，有的名字我
看后有印象，应该有我们一个连中牺牲的好
几个战友。”

三谢，记者跑遍三省50多
个县找到烈士家属

二谢，多名无名烈士被找到

一谢，使失散57年的老战友重逢

烈士卢迎朝的儿子向父亲的陵墓献花。 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 晚报记者 白韬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