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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
央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主任，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因病
逝世，享年96岁。消息传到家乡，年逾花甲的乡村老汉来了，刚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也来了……买不到车
票，他们就买站票，分批次从河南新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启程，奔波上千公里赶到了首都北京。郑州晚报记
者也在第一时间赶到李德生的灵堂，在老将军夫妇的照片前敬献花篮，捎去中原读者最沉痛的哀悼。另据

了解，李德生将军遗体告别仪式将于今日在八宝山公墓举行。 晚报记者 熊堰秋 袁帅 文/图

“没座位？站着也要到北京！”
5月11日上午，北京市西北郊的西山管理处门口，行人匆

匆。门口摆放着一块大牌子，上有6个黑色大字：李德生吊唁处。
这天上午，来自河南新县陈店乡的党委书记胡峰，正忙着

与新县来的人相约，一起来到李德生将军的灵堂吊唁。
李德生老家所在的胡子石村村支书李德意也是吊唁者之一。

“虽然和李德生将军名字中间的字一样，但按辈分，李将军
是我的爷爷辈。”李德意告诉记者，他的爷爷与李德生将军是堂
兄弟。

“这次胡子石村来北京的村民很多，有40多个人。听说李
德生将军不在了，大家都很悲痛，非要到北京来。可火车票不
好买。有些人说，没座位？俺就是站着，也要赶到北京去。”

“这次赶来的40多个乡亲里，年纪最大的有66岁，名叫李
法冤，他是李老将军的堂弟。”李德称，这次来北京，他把自己家
的两个儿子也带来了。一个22岁，一个20岁。其中，最小的儿
子正在南京的部队服役，是一名通信兵。

“车票难买，乡亲们都是分批来的，基本上都是在得知消息
后两天内赶过来的。”李德意说，14日上午，李德生将军遗体告别
仪式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由于参加名额有限，赶来的乡
亲们不能全部参加，这让一些乡亲心里很不是味儿。

“刚开始分配给乡亲的名额是 10名，但 40多人只让 10个
人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乡亲们不同意。经过与李德生治丧委
员会工作人员沟通，最后将参加名额增加到了30个。”

40幅老照片围成“缅怀长廊”
李德生将军的灵堂，就设在西山管理处。
进入哨兵荷枪把守的一个大院门，往右一拐，就是李德生的灵堂。
在进入灵堂的通道两边，分别竖立着近 40幅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将近

一人高，分别记录了李德生将军生平不同阶段的工作和生活。
这些发白泛黄的老照片，既有李德生将军夫妇携手革命的爱情记录，也

有朝鲜战场上甘岭的惨烈场景。既有李德生老将军心向祖国热心公益的慈
祥，也有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共商国事的留影。

每个吊唁者进入灵堂，都得先经过这段20多米的“缅怀长廊”。在灵堂
里向李德生遗像三鞠躬，与家属握手后，吊唁者都会心情沉痛地肃立在这些
老照片前，在缅怀李德生将军的同时，一一回味那些已逝的岁月。

除了吊唁者，一些在“缅怀长廊”边经过的老人和孩子，也会停下脚步，
认真地观看着照片和文字，发出对李德生将军这段不平凡人生的感叹。

本报灵堂献花篮捎去中原儿女哀思
进入灵堂，眼前是簇簇倚墙而放的花篮的海洋，花篮间飘飞着黑色或白

色的挽联。
灵堂正上方，悬挂着一方黑色布幔，黑布上 9个白色大字：沉痛悼念李

德生同志！布幔下方，悬挂着李德生将军的遗像。
遗像下方，是李德生儿女率孙辈敬献的花篮，左右两方，则分别是中共

中央和中央军委等单位的花篮，以及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花篮。
灵堂上方，从左至右分别是3块白底黑字的悼忘牌。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共和国上将，敬爱
的李德生老首长永垂不朽！”

“敬爱的李德生老首长，永远是新县人民的骄傲！”
“敬爱的李德生老首长，永远活在新县人民心中！”

5月11日，郑州晚报两名记者怀着沉痛和敬仰的心情来到灵堂里，把郑
州晚报社敬挽的花篮敬放在李德生夫妇的照片下方。让插满菊花和百合的
花篮，捎去了中原儿女对李德生将军的片片哀思。

随后，郑州晚报两名记者对着李德生将军遗像三鞠躬。

李德生上将李德生上将祭祭忆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