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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早在今年 3月份，郭益民就去了当年战役
打响的地方，广西凭祥一个小镇探路，三十年
的变化，已让郭益民无法辨认出当年的场景。
担心李保良的遗体在外裸露太久会风化，他曾
特意去医院咨询骨科专家。一个战友提供了
当时的地图，从地图上，郭益民再次明确了当
时作战的阵地，通过陈建国的辨认，也逐步明
晰了遗骸的具体位置。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步，
远赴当年阵地，寻找烈士遗骸。

12月 13日，在河南济源市轵城西留养村，
郭益民第一次见到了李保良的亲人，其父母均
已去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双方
一见面就紧抱在一起痛哭流涕，郭益民更是边
哭边频繁地道歉：“老姐姐，我没能把保良带回
来，对不住你们啊！”

李家人未埋怨郭益民，而是感谢他的义

举，由于李保良的弟弟李有良当场认了郭益民
为哥哥，兄弟俩的手紧握在一起，泪流不止。

据李家人介绍，保良离开家之前曾表态
“不当英雄不回家”，也没有往家寄过信，当时
家人都十分担心他，后来知道他牺牲后，一直
以为保良的尸体就在广西烈士陵园。在他当
年的遗物中，保良曾写下“宁愿往前一步死，不
会退后一步生”的豪言壮语。

郭益民说，他初步计划本月16日左右去广
西，找当地的志愿者以及老战友帮忙，寻找回
失落在异国他乡 30年的兄弟遗骸。“过去这么
多年，保良也该回到祖国了。”

30年了，那个阵地是否还在？那条公路是
否拓宽？一切都是未知数。但郭益民不会停
下自己的脚步。

“兄弟，我带你回家！”

李保良，济源人，革命烈士，共产
党员，三等功臣，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战士，1979年3月11日深夜牺牲于战
场，遗骨失落异国至今。

郭益民，1959年生，许昌人，烈士生前好友、
老乡。1979年参加边境自卫反击战，后在河南
许昌一橡胶厂工作。2009年2月开始在许昌、武
汉等地街头扯横幅找知情人，准备带失落异国的
战友遗骨回家，被称为“现实版谷子地”。

30年前，在边境自卫反击战中，郭益民与战友李保良定下一个生死约定：“不管谁在战争中
牺牲，另一个人只要活着，一定要将对方的遗骨带回祖国。”在一次阵地战中，李保良牺牲了，撤
退回来后，郭益明才发现李保良的遗体没带回，想返回去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承诺成了郭益民
的心病。

今天，郭益民怀着一颗愧疚的心辗转各大城市寻找线索，力图实现当年的那个生死约定，
尽管这个愿望遭到一些人的不解与质疑，但郭益民一年来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已找到当年最
后和李保良在一起的战友，并初步确定遗骸存放位置。

郭益民准备起程，寻找那失落在异国他乡的兄弟，带他回家。 晚报记者 刘涛 王战龙 文/图

炮弹轰鸣，子弹嗖嗖飞过，一个年轻的面孔
说：“哥，咱们得相互帮助。”转瞬，面孔越来越模
糊……郭益民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看表，凌
晨三四点，他点起一根烟，陷入回忆，泪流满面。

30年来，郭益民经常在梦里梦到同一个场
景，从此失眠。

郭益民是个老兵，梦中的面孔是他曾经的
战友李保良。

1978年 11月，郭益民从河南济源市入伍，
结识了老乡李保良，两人被分到了同一个连
队，同为新兵，又是老乡，两个年轻人在生活上
相互照顾，感情逐渐浓厚。他们于1979年1月
1日从郑州出发抵达广西，参加 1979年边境自
卫反击战。

他们曾坐在一个草垛边聊天，聊战争的残
酷，聊战场上的炮弹无眼，相互嘱咐对方说：“这
第一次出远门，咱俩又是兄弟又是老乡的，出去
后相互招呼着点啊。”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约定，
在此之后，两人在广西边境的营地处，做了第二

次约定，在战场上谁有麻烦，一定要多帮忙。
1979年3月1日，战斗已打响，不断有伤亡

人员被从前线抬回来。郭益民再次见到了李
保良，两人约定，“不管谁在战场上牺牲，活着
的一定要把对方带回老家”。

这是郭益民见到李保良的最后一面。
同年 3月 11日晚，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

李保良所在的重机枪班坚守在阵地最前沿，作
为副射手的李保良被炮弹所伤，经抢救仍不幸
身亡，时年19岁。

撤离战场后，郭益民才得知李保良牺牲，
他的脑海里不断出现两人最后见面的情景，那
个约定反复在他脑海中出现，促使他要回去找
回李保良的遗体，但那已经不现实了。

30年后，郭益民已经 50岁，他几乎每天都
会想起远在异国的兄弟，想起当年的约定，不
断的怀念，无尽的愧疚，折磨得他时常无法入
眠。由于条件不具备，直到2008年他才下决心
尽所能找回兄弟的遗骨。

从今年5月份开始，郭益民就把“寻找烈士
遗骸”的横幅悬挂在很多城市的街头。

郭益民“寻找烈士遗骸”是从2009年2月份
开始的，寻找遗骸的第一步，是需要确定当年遗
骸失落的具体位置，而这只有和李保良最后在
一起的战友知道。这个战友是谁，郭益民并不
知道。他甚至不清楚参战时部队的具体情况，
他决定求助当年的老部队，辗转几天后，他找到
了一份当年的战役资料，资料只能确定当时的
阵地位置。但是对于李保良，老部队并没有清
楚的线索。

郭益民决定把能够回忆起来的战友也列为
烈士生前证人：“一等功臣，赵德宽，河南济源；
连长，冯汉欣，广东…”郭益民说，这些战友或许
知道李保良当时的具体情况。

当时他听说，“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失散
多年的亲人”，不会上网的他，托人把寻人信息
悬挂在网上，希望得到消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
了，音讯全无。

站在街头寻找，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
悬挂条幅只不过是为了“扩大影响，更醒目”。

5月份，他在河南许昌街头，第一次悬挂起
了“寻找烈士遗骸”的条幅，希望碰巧找到有价
值的线索，让他欣喜的是，这个方法，果然让事
情有了转机。

当时一个男子问：“你找赵德宽？是不是高
高瘦瘦的？”……在赵德宽那里，郭益民得知，当
时应该是一个叫许平的人抢救过李保良。而许
平在哪？赵德宽并不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是，
许平原籍湖北武汉。

“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我一个老乡叫李保
良，在掩护大部队撤退时，牺牲在战场上。”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叶落归根，我要把他
安葬在应该安葬的地方”……

2009年 10月 14日，武汉，郭益民把“寻找
烈士遗骸”的横幅悬挂在一条热闹的街道上。

10月 1日，郭益民到了湖北武汉，一边打
工，一边寻找许平。

街头扯横幅并没有引来许平，来的是《长江商
报》的记者，听说郭益民的寻找故事，记者发了一篇
《老兵许平，你在哪里》的报道，帮助郭益民寻找。

10月20日，武昌一个派出所传来好消息，许
平找到了。许平回忆，李保良牺牲于1979年3月
11日，当晚11时多，敌人对阵地发起了二次进攻，
一枚弹片穿过10厘米厚的防护板，击中了副射手
李保良的颈部。李保良的遗体蜷缩在战壕里，许平
和班长一个用肩膀扛起，一个在战壕上往外拉，遗

体总算弄出来了，交给了一个叫陈建国的战士。
“遗体弄出来后，有个战士受伤了，我就过

去帮忙包扎。”包扎完伤口，许平猛地回头，发现
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当时，我脑子一下蒙了，
就一口气从斜坡冲到谷底。”

许平回国后才得知，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李
保良的遗体并没有抢救回来。“几十年了，我心
里一直有个疙瘩，我常常跟老婆说，我有个战
友，战死在国外”。许平称，他并不是最后一个
见到李保良的人，而是战友陈建国。

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和
河南电视台三套民生频道也播发了郭益民“寻
找烈士遗骸”的消息。郑州的丰先生同样参加
过那场战斗，并和郭益民同属一个部队。他将
郭益民的事情传到了一个由当时战友组成的
QQ群，全国各地的战友们及热心人发动了一场
网络与现实结合的寻人行动。

陈建国，原籍湖南。这是郭益民唯一的线
索，他决定去趟长沙，像找许平一样寻找陈建国。

11月24日，郭益民赶到长沙，和当地战友龙
利国开始了又一轮寻找。两个公安分局，四个派
出所，三天五百多公里的路程，一个个陈建国出现
了，一个个又被否认了，线索难道就此中断？

11月27日，一个好消息传来，在长沙坪塘的
工厂里，有一个叫陈建国的。郭益民不敢相信，而
在见面的那一瞬间，郭益民说：“有三四十米远，我
一眼就看见，那就是老战友陈建国……”

在陈建国的回忆下，李保良遗骸的具体位

置更加清晰：“那晚9时，敌军对我军展开进攻，
我们进行了坚决阻击，共打退敌人 5次。在换
弹链时，敌人一火箭弹击中机枪阵地，一弹片穿
过 10厘米厚的防护板，击中保良颈部右大动
脉，经过紧急抢救后，我把保良背下阵地至山下
一公路处。保良已牺牲在我怀中，这时，接到上
级撤退指令，而敌军距离只有十几米，只能边打
边撤，领导看到后说：“情况紧急，把遗体放下
吧。”于是在无奈之下告别了战友的遗体。在陈
建国的回忆下，他们标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位
置：距离当时阵地100至150米的马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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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许平，他回忆，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见到李保良的人，而是战友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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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益民第一次见到李保良的亲人，与其弟弟李有良结为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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