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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作
编品
过简
程介
︶

西藏昌都洛隆县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173位为了西藏和平发展和人民幸福安康而英勇献身

的烈士。近年来，当地通过多种途径找到了 44位烈士的亲人，但仍有百余位烈士未能和亲人

“团聚”，其中包括 49位重庆籍烈士。2024年 11月中旬以来，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

联合洛隆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在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指导下，开展了“为 49位重庆

籍烈士寻亲”活动，先后派出 10余名记者，寻访 40 余次、走访 100 余人、查阅资料档案 60
余万字，历经 1月余，为 45位烈士找到了亲人。其间，寻亲报道组聚焦部分感人案例，采写

制作并发布了 15篇文图报道和 9 个视频，全方位展现了各相关部门的扎实工作、烈士亲属的

思念缅怀，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了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

社
会
效
果

作品发布后，多篇报道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经济网等 20余家媒体平台转载，总阅

读量超过 300万。社会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舆论引导效果好，作品不仅是对烈士及

其亲人的尊重和致敬，更是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二是寻亲工作成效显著，活动开展后，

报道团队联合多方为安葬在洛隆县革命烈士陵园的 49位重庆籍烈士寻找亲人，1个多月时间为

45位烈士找到亲人或相关线索，效果突出。三是矩阵传播影响广泛，采写的相关报道、视频在

中共重庆市委党建门户七一客户端、七一网及时推出后，得到广泛传播。目前，该系列报道通

过多渠道、多平台推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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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媒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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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m.12371.gov.cn/app/template/displayTemplate/news/specDetail/6364/48
1655.html（作品链接）

2
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html?articleId=b588fa454cd8db72c06cb
80550cdab42&timestamp=7887

3 https://h.xinhuaxmt.com/vh512/share/1234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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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 转载量 300+ 互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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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理
语由
︶

该系列作品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从推动工作的成效方面来看，1个多月时间

内为 49位重庆籍烈士找到亲人，成果突出，得到退役军人系统和烈士亲属的深度认可；从宣

传报道效果来看，系列作品生动宣传展示红色文化和拥军文化，加强了渝藏两地的文化交流，

得到多家媒体转载响应，起到良好的舆论引导效果。同意推荐。

签名：（盖单位公章）

202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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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篇作品标题 体裁
字数/

时长
刊播日期

刊播

版面
备注

1 渝藏联手为 45位重庆籍烈士找到

亲人
消息 984字

2024年 12月
31日 16时 18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代表作

2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完成度

近 90％！44天为 44位烈士找到亲

人
消息 2885字

2024年 12月
28日 15时 19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3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一通来

自石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

让年逾八旬的马翠德瞬间翻涌起往

昔的记忆……

短视频
1分 38

秒

2024年 12月
10日 11时 15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4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国家把

他安葬得这么好，我心里终于踏实

了”

通讯 999字 2024年 12月 9
日 11时 0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5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一门三

代五人从军，他没留下后人但留下

了家风”

通讯 2223字 2024年 12月 4
日 9时 25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6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牺牲是

光荣的！”七旬党员忆烈士二哥彭洪

全

短视频 54秒
2024年 11月
29日 18时 58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7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只要我

们记得，他就还活着
通讯 1473字

2024年 11月
29日 17时 38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8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军人上

战场没想过死活，想的是国家的安

全”

短视频
1分 04

秒

2024年 11月
28日 16时 14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9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希望为

更多长眠在昌都的烈士找到亲人”
通讯 1727字

2024年 11月
28日 10时 04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10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一场跨

越 1600公里的特殊“相见”
通讯 1619字

2024年 11月
27日 19时 52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11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夏华

清，你是个大英雄！”烈士夏华清战

友视频连线昌都洛隆遥祭哀思

短视频 44秒
2024年 11月
27日 12时 06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12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作留

念”——54年老照片上的父亲笔

迹……

短视频
1分 17

秒

2024年 11月
26日 16时 10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13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尘封旧

影寄深情——追忆烈士冯守明
通讯 1110字

2024年 11月
26日 16时 00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代表作

14 “想着他去当兵几年就回来了，哪

会想到回来的是一张烈士证明书”
短视频

1分 20
秒

2024年 11月
26日 00时 11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15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烈士李

昌德妹妹忆送军：“妹儿，回去吧，

莫送了”

通讯 1052字
2024年 11月
26日 14时 58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16 王银强烈士女儿：爸爸说要给我买

新衣服、买糖！我一辈子都能记住
短视频 59秒

2024年 11月
26日 09时 30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17 一纸证明书 承载对哥哥 64年的思

念
通讯 410字

2024年 11月
25日 16时 02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18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最新进

展：23位烈士的亲人已找到！
通讯 1424字

2024年 11月
22日 21时 30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19
24小时打通 55年信息屏障

看“141”体系如何帮我们为烈士寻

亲

通讯 2974字
2024年 11月
19日 12时 45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代表作



20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一条走

了 55年的回家路
通讯 3991字

2024年 11月
18日 19时 45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21 长眠异地 55年，4位重庆潼南籍烈

士的亲人，我们找到了！
短视频 40秒

2024年 11月
18日 18时 57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22 好消息！4位重庆潼南籍烈士的亲

人都有线索了！
消息 794字

2024年 11月
15日 20时 19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23 这个视频请您务必看完 为 49位重

庆籍烈士寻找亲人
短视频 49秒

2024年 11月
15日 21时 04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24 49位重庆籍烈士：“重庆亲人，你

们在哪里？”
消息 4890字

2024年 11月
14日 19时 12

分

七一客

户端专

题

1.附在参评作品推荐表后。2.三篇代表作必须从开头、中间、结尾 3 个阶段分

别选择 1篇代表作，并在“备注”栏内注明“代表作”字样。3.填报作品按发

表时间排序。4.音视频内容应填报时长。5.广播、电视、新媒体作品在“刊播

日期”栏内填报刊播日期及时间；在“刊播版面”栏内填报作品刊播频道、频

率、账号和栏目名称。6.新闻纪录片项目中的系列纪录片作品请填写此表。

此表可从中国记协网 www.zgjx.cn 下载。



《为 49 位重庆籍烈士寻亲》专题首屏截图



代表作1：《24小时打通55年信息屏障 看“141”体系如何帮我们为烈士寻亲》

（首屏截图）



代表作1： 《24小时打通55年信息屏障 看“141”体系如何帮我们为

烈士寻亲》（完整文字稿）

作者：徐焱 周神青 王柏林 刘露

客厅不大，二十几平方米的空间，蒋华英已不知走了多少圈；时间不长，短短十几个

小时，蒋华英此前已期盼了 55 年。

蒋华英在等，等关于父亲的消息。55 年前，1969 年 9 月 1 日，蒋华英出生；同月，蒋

华英的父亲蒋必清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边坝县执行任务时牺牲。父亲留给蒋华英的只有一

张革命烈士证明书存根，照片都未留下一张。55 年间，蒋华英和家人一直想找蒋必清的长

眠之地，却不知该如何找起。

11 月 15 日，重庆市潼南区桂林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联系蒋华英，告知她已找到蒋必清

烈士的安葬地点。突如其来的电话，让蒋华英有些手足无措，以至于不太敢相信消息是真

的。

这次为烈士寻亲的起源，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洛隆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共

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于 11 月 14 日晚发布的一篇名为《49 位重庆籍烈士：“重庆亲人，

你们在哪里？”》的稿件。稿件发出到信息对接完成，总计不到 24 小时，与蒋华英情况类

似的，还有另外三家烈士亲属。24 小时打通 55 年信息屏障，如此高效的寻亲是如何完成的？

当代党员杂志社记者前往潼南了解了具体细节。

潼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核查烈士身份信息

一场高效的找寻



“陈孝全烈士，原梓潼东风人，曾昌双烈士，双江人，蒋必清烈士，原梓潼东风人，

梅昌国烈士，崇龛红星人，请以上镇街核实并寻找亲人。”11 月 15 日上午，刚赶到梅家沟

准备开展进村入户工作的唐能富，手机里弹出一条消息，消息来自崇龛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暨民生服务板块工作人员。

曾经的崇龛红星，部分位于如今潼南区崇龛镇古泥村辖区内。要找人，唐能富脑海中

迅速筛查起来。作为古泥村的村支书，同时也是当地的网格长，辖区内 808 户、2627 人，

哪家哪户有点什么情况，唐能富总能很快掌握，烈士家庭这类特殊情况，他更是了如指掌。

姓梅，昌字辈，唐能富迅速锁定了核查方向——刚巧家在梅家沟的梅昌文，其大哥就

是入伍当兵牺牲在了西藏。赶到梅昌文家一问，梅昌文很快就找出了大哥的烈士证，烈士

的名字正是梅昌国。

一应信息核对无误，唐能富把相关情况整理好，反馈给崇龛镇民生服务板块工作人员，

总用时不到 20 分钟。

无独有偶，与唐能富相同，双江镇仙鹅社区党支部书记石继凤也接到了同样的任务。

同样任社区网格长的石继凤清楚记得，社区内曾昌禄的大哥就是牺牲在西藏的烈士。石继

凤直接打电话确认了情况，之后便将信息反馈给了双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蒋华英接到的电话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打来的，桂林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收到社区反

馈回来的信息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蒋华英，并告知蒋华英找到了其父亲的安葬地点。

在网格间扩散的找寻烈士亲人的通知，是 14 日晚潼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工作人

员发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交流群”里的。《49 位重庆籍烈士：“重庆亲人，你们在哪里？”》

稿件发布后，潼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开展寻找工作，通过“141”

基层智治体系，根据烈士籍贯中的乡镇街道信息，各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暨民生服务板块

迅速借助网格开始找人，第二天便收到了丰富的信息反馈。

“通常要求网格员在 24 小时内反馈，但是这次因为我了解情况，就没有发动网格员，

所以几分钟就完成了任务。”石继凤说，利用网格开展和推进工作如今已是常态，“为烈士

寻亲”利用网格找人是很简单的“小活”，越是数据量大、工作量大的事情，“141”基层智

治体系的运转效果越明显。



潼南区烈士英名墙（局部）

一份主动的作为

24 小时打通 55 年信息屏障，不仅“141”基层智治体系发挥了明显效果，潼南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坚持了多年的一项工作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重庆潼南，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2019 年初，潼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

伊始，为深挖红色资源，把梳理完善潼南籍烈士信息作为了一项重要工作，并在系统内下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迅速开始了挖掘故事、收集文物工作。

当时，潼南区杨尚昆故里管理处正在筹备烈士英名墙的提升改造工作，潼南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便联合杨尚昆故里管理处和当地档案部门一同梳理潼南籍烈士档案存根，增补英

名墙上的烈士姓名，同时完善了烈士的出生年月、家庭地址、牺牲地点等信息，形成新的

电子档案。

“这项工作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潼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科长石志建

介绍，经过核查，此前烈士英名墙上没有名字，但档案馆内有资料存根记录的烈士，他们

全部进行了统计梳理，同时还采取联系相关战友、查询民政部门发放待遇记录等方式，确

保信息准确，最终层层上报，在中华英烈网上进一步完善了潼南籍烈士的信息。

“这项工作现在依旧在做，有新的信息我们随时在增补，目前可以说做到了潼南籍烈

士的全收录、全覆盖。”潼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人表示，后续如果能收集到烈士的

照片，还要作更进一步地丰富完善，让烈士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让后人能够更好地缅

怀和纪念。

正是这样一项提前的工作，建立起了一个信息完备的数据库。49 位牺牲在昌都洛隆的



重庆籍烈士的信息发布后，两组信息如同两个精密的齿轮，完美地契合在了一起，使潼南

籍烈士的籍贯信息精确到了乡镇街道一级，于是才有了第二天一早唐能富、石继凤等村支

书收到的找人信息，才有了蒋华英 15 日接到的那通令她激动不已的电话。

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褒扬纪念处相关负责人表示，24 小时内找到烈士的亲人，和前

期大量基础工作的积累是分不开的。“烈士寻亲”问题的出现主要是信息匹配度不够造成的，

同时也和当时的年代背景有关，比如地方和部队之间存在信息差，当时社会条件有一定的

局限性，都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成立了专门的部

门，持续大力度开展收集整理相关工作，烈士的基础信息得到了极大丰富和完善。“潼南是

工作扎实的区县之一，如今在重庆，不仅做到了烈士一人一档，对烈属还实行一对一帮扶

机制。”

蒋华英凝视着父亲墓碑的照片

一个朴素的心愿

“接到桂林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电话，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蒋华英如是说。

11 月 16 日，蒋华英一直在等，等潼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桂林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

工作人员上门告知她更详细的关于父亲的信息。

蒋华英等来了父亲牺牲时的具体细节，等来了父亲长眠地的墓碑照片。照片中，蓝天

白云下，黑底金字的石碑矗立在红瓦白墙的烈士陵园内，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



蒋必清烈士之墓

“我曾无数次想过，父亲的坟是不是早已无人问津，四周荒草丛生，现在看到这张照

片，感觉一下就安心了。”蒋华英看着照片，一瞬间百感交集，声音呜咽。她说，老公和儿

子都答应她，条件允许了会陪她去西藏找父亲的墓地，现在不用找了，可以直接去洛隆看

他。

和蒋华英一样，曾昌双、梅昌国、陈孝全三位潼南籍烈士的亲人也均表示要去西藏昌

都的洛隆县革命烈士陵园祭扫。四个家庭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将家中的烈士作为教

育子女的榜样，让烈士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在家族中传承。蒋华英的儿子廖镇

涛更是在 20 岁那年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

11 月 16 日，当代党员杂志社记者和潼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一起逐一拜访了四

位烈士的亲人，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会介绍：“按照国家规定，统一安葬在烈士陵园的烈

士不能迁墓回老家，但是亲人前往祭扫的交通费和住宿费可以报销，近年来国家更加重视

这一工作，保障力度很大。”

采访结束，蒋华英的心情也渐渐平复，她十分慎重地把父亲墓碑的照片转发给了儿子：

“外公的墓找到了，在烈士陵园里，修得很好。”

“好！好！好！明年清明节，我们一定要去祭扫一下！”廖镇涛回复说。



代表作2：《为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尘封旧影寄深情——追忆烈士冯

守明》（首屏截图）



代表作2：《为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尘封旧影寄深情——追忆烈士冯

守明》（完整文字稿）

作者：罗欣 张雨欣

本月中旬以来，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各相关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个单位、

部门，为安葬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洛隆县革命烈士陵园的 49 位重庆籍烈士寻找亲人。截至

目前，已有 23 位重庆籍烈士的亲人被找到。其中，万州籍烈士冯守明及其亲人的相关线索

已被核实确认，还有 2 位万州籍烈士幸坤发、邬继发及其亲人也有了线索，目前相关工作

人员正在核实确认中。

11 月 25 日，记者来到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冯守明独女冯长秀的家中，听她讲述她与父

亲的故事。

冯长秀在讲述中落泪。图/张雨欣

“1968 年 5 月后，就再也没收到过他的来信……”冯长秀一提起父亲，眼泪就止不住

地往下流。

1965 年，24 岁的冯守明告别妻子和刚出生 5个月的女儿，到西藏边坝县参军入伍，在

部队里任副班长。1969 年 9 月 20 日，冯守明在西藏边坝县执行任务时牺牲，留下妻子隆昌

碧独自带着女儿冯长秀生活。

一封封信件 串起思念的长线

冯守明入伍后的前三年，隆昌碧和冯长秀母女俩每个月都会收到冯守明从西藏边坝县

寄来的信件，接收这份从远方带回的思念。



“妻：照顾好小女儿。天气凉了，记得添衣，自己凡事要当心，晚上睡觉记得锁门。”

“以前这些事情都是我在操心，现在只有拜托你操心了哦！”

书信中的内容，是家长里短的细细诉说，是事无巨细的深情铺陈，信中叮嘱的琐碎日

常，是母女俩翘首以盼的珍贵慰藉，让相隔千里的心灵紧紧相依。

2014 年换发的万州籍烈士冯守明的烈士证明书。图/张雨欣

书信终止 等待的只剩无尽的沉默

1968 年 5 月的某个寻常日子里，隆昌碧像往常一样，早早地便开始留意着门口的动静。

可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还是没等到往昔那清脆的邮递员车铃声。

“他肯定还活着，一定要等到他……”隆昌碧和女儿冯长秀一直靠着这份信念坚持着。

这份等待仿佛变得无比漫长，每一刻的期待都在这缓慢流淌的时间里被无限放大，煎熬着

两颗急切的心。

1970 年春天，部队里派人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1969 年 9 月，冯守明在西藏边坝执

行任务时壮烈牺牲。从此，这条思念的长线被无限延伸，再无尽头。

照片重现 父女情在光影中复现

“如果父亲还在，我们一家人该有多幸福。”

冯守明走后，冯长秀和母亲相依为命，那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留下来的影像资料很

少，又因为种种原因，冯守明剩下的遗物早已丢失，仅剩的只有母女俩脑海中残存的记忆。

可令人欣慰的是，2023 年正月，冯长秀偶然获得两张父亲留下的照片，让她重新感受

到被岁月尘封的深沉父爱。

“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从一位隔房叔叔母亲的遗物中，找到一张我爸爸入伍前的照

片和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现在都看不太清了。在我小时候的那张照片背后，父亲写了一



行字，真的让我好感动。”

冯守明（左）和女儿冯长秀（右）旧照。图/张雨欣

冯守明亲笔。图/罗欣



修复后的冯守明旧照。图/罗欣

这两张照片经过岁月的洗礼，已是斑驳模糊，冯长秀专门拿到镇里最好的照相馆里进

行了修复。她说，这两张照片是父亲留给她唯一的念想，她要好好珍藏起来。



《为 49位重庆籍烈士寻亲｜“作留念”

——54 年老照片上的父亲笔迹……》（视频内容完整文稿）

【00:00-00:07】同期声

父亲那个时候（牺牲前）

真的 我妈妈告诉我 他好喜欢我

特别是那张照片背后写的

【00:00-00:07】字幕

冯守明

1965 年参军入伍

1969 年在西藏边坝县因公牺牲

11 月 14 日 西藏昌都洛隆县

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

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

发布了面向社会征集烈士亲人

线索的寻亲消息

通过万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和万州区新田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协助

记者采访到了冯守明烈士的妻子隆昌碧

和女儿冯长秀

【00:07-00:29】同期声

反正走（入伍）晚上才走的

他就是担心我会哭哭啼啼

拉拉扯扯的

在县城（四川省万县 现重庆市万州区）

家属送（入伍军人）送到万州去训练

然后就不告诉家属



实际上当天晚上就走了

去西藏了

【00:07-00:29】字幕

冯守明烈士女儿冯长秀

冯长秀与母亲隆昌碧视频通话

时隔 55 年

81 岁高龄的隆昌碧

提起往事还是泪流满面

【00:29-00:58】同期声

每一个月（父亲）都要写信回来

（拜托母亲）好生照顾我

真的好感动

特别是那张照片

背后写的

他（父亲）还是

还是怕 还是晓得

反正去当兵就晓得（可能会牺牲）

就写的那些

做个留念嘛

反正是说

【00:29-00:58】字幕

冯守明留给女儿的唯一信物

一张冯长秀儿时的照片背后

亲笔写着：冯守明小女冯长秀

这张照片已经斑驳模糊

但照片背面父亲的字迹清晰可见



【00:59-01:09】同期声

本来心愿还是想

一直想找父亲

始终

几十年

心愿还是要想了结

【00:59-01:16】字幕

经多方核实

此前姓名标注为“冯守民”的万州籍烈士

其真实姓名为“冯守明”



代表作3：《渝藏联手为45位重庆籍烈士找到亲人》（首屏截图）



代表作3：《渝藏联手为45位重庆籍烈士找到亲人》（完整文字稿）

作者：夏祥洲 周神青 蒋炀

王名杨的手机里，有一个相册，里面保存了 49 幅烈士墓碑的照片。2024 年 12 月 30 日，

王名杨把江廷国烈士墓碑的照片移出了相册，相册里只剩下最后 4 幅照片。这标志着渝藏

两地联手已为第 45 位重庆籍烈士江廷国找到了亲人。

王名杨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洛隆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手机里存储这些墓

碑照片，是因一个名叫“为 49 位重庆籍烈士寻亲”的活动。

洛隆县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 173 位为了西藏和平发展和人民幸福安康而英勇献身的烈

士。近年来，当地通过多种途径找到了 44 位烈士的亲人，但仍有百余位烈士未能和亲人“团

聚”，其中就有 49 位重庆籍烈士。

2024 年 11 月中旬以来，洛隆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

社，在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指导下，开展了“为 49 位重庆籍烈士寻亲”活动。历经一月

余，已为 45 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寻亲工作启动以来，各单位通力协作，重庆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借助“141”基层智

治体系针对性展开查证，洛隆县积极配合，重庆档案、网信系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

当代党员杂志社成立寻亲报道组，先后派出 10 余名记者，寻访 40 余次、走访 100 余人、

查阅档案资料 60 余万字。

“为 49 位重庆籍烈士寻亲”发端于“党建头条”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篇推文，文章发

布后，24 小时内，重庆市潼南区就借助基层智治体系，发挥网格治理优势，帮蒋必清烈士

找到女儿。

随着活动参与度的提升，烈士亲人的线索一条接一条传来。采访中，烈士的亲人、战

友朴实真挚的话语令人动容。



“光模一家，一门三代五人从军，他没留下后人但留下了家风。”丰都籍烈士秦光模的

战友秦艮洲的话语铿锵有力。

“国家把他安葬得这么好，我心里就踏实了。”石柱籍烈士秦家发的遗孀马翠德看着墓

碑的照片，眼眶里噙满泪水。

“我的兄弟，你好好安息，你是个大英雄！”涪陵籍烈士夏华清的战友陈永禄说，只要

我们还记得，他们就还活着。

“寻亲的进展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王名杨对“寻亲”工作的迅速推进十分感慨，

在他看来，这场从雪域高原到山城重庆的大规模找寻，是渝藏两地人民深情厚谊的生动写

照。

而今，49 位重庆籍烈士中，还有 4 位未和亲人“团聚”。渝藏两地相关部门将利用春节

期间人员往来密切的条件，加大寻亲力度，并筹备开展墓碑姓名更正、烈士事迹挖掘等工

作，以更好传承英烈家风、讲好英烈故事。

“他们都是英雄的巴渝儿女，我们都是他们的亲人。”重庆市涪陵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周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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