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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认英烈的历程中，一段段刻骨铭心的浙江红色记忆被揭开

每一个闪亮的名字，都值得被铭记
本报记者 黄珍珍 陈 醉 金 晨

在追认英烈的历程中，一段段刻骨铭心的浙江红色记忆被揭开

每一个闪亮的名字，都值得被铭记
本报记者 黄珍珍 陈 醉 金 晨

这一别就是近百年！
上世纪二十年代，余姚热血青年符锦惠离开家乡参加革命，

从此杳无音信。盼了一代又一代，他的后人终于迎来令他们心
安的消息——日前，浙江省政府批准追认包括符锦惠在内的 4
人为烈士。

“几年前，我们得知三爷爷符锦惠1933年牺牲在广东，但追
认为烈士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符锦惠烈士的侄孙、59岁的余姚
市朗霞街道天华村村民符建军眼眶泛红。

历史的天空中，英雄烈士灿若群星。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
来，中国已有约 2000 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
196 万名。目前，浙江在册英烈有 2 万余名，因战争年代通讯不
便、资料不全等原因，不少革命英雄、无名英烈散落在天际。为
了追寻他们的踪迹，多年来，烈士后代们、各地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四处奔走。

每一个闪亮的名字，都值得被铭记。
近十年，浙江已追认烈士44人。一路追寻，一路深思，一段

段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被揭开。

89年！符锦惠是余姚史上，牺牲后追认时间最久的英烈。
追认为何这么难？“追认过程中，烈士身份、参加革命的情节、

死亡原因等关键证据缺一不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褒扬纪
念处处长徐斌介绍，然而战争时期因敌我斗争激烈，常出现为了
保守秘密销毁材料等现象，导致如今不少关键证据难以查证。

“三爷爷离家后生死未卜，找到他是爷爷生前的遗愿。”半个
多世纪以来，符建军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然而，在互联网尚不发
达的年代，寻人犹如大海捞针。

直到2019年9月底，一通南昌来的电话带来转机。一位符
氏宗亲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在参加起义人员名单里发现
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符锦惠。“会不会就是你的三爷爷？”他当
即拨通了符建军的电话。得知消息后，符建军和妻子匆匆前往南
昌寻访。

令符建军没有想到的是，三爷爷竟是一位叱咤战场的风
云人物。馆内提供的资料显示，1927 年，符锦惠任国民革命军
第 25 师 75 团 1 营营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向广东
进军，参与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和东江革命根据地。1929
年至 1933 年，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11 军政治部副主
任、东江军委常委，东江红军独立第 2 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1933 年 5 月，符锦惠在紫金县被叛徒杀害。”亲眼看到这
几个字，符建军心里如同翻江倒海般。回到余姚后，他仔细整理
好带回来的材料，希望三爷爷能被追认为烈士。

闻讯后，余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
馆等部门的多位专家迅速成立调查小组。但没想到，小组在开
第一次论证会时，就碰到了棘手难题——纪念馆提供的材料中，
关于符锦惠的籍贯等个人身份信息都是空白。

“如何证明参加南昌起义的符锦惠，就是余姚的符锦惠？”小
组成员、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文献科科长张志伟介绍说，调
查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符锦惠年少时随父亲出门经商，在余姚
本地生活痕迹很少。由于年代久远，与他有交集的人都已离世，
考证难度很大。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寻访不得不转战
线上。疫情稍有好转，张志伟和小组成员、余姚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拥军优抚科科长柳光其便坐不住了，他们赶赴符锦惠最后的
战斗地和牺牲地广东深入调查。

那段时间，他们常常泡在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库房，一待就是
一整天。每本有可能有记载的资料都一页页去翻，找到一丁点
旁枝细节的线索都仔细地复印标注下来。终于，一篇由惠东党
史办整理的文章《牺牲在东江红土地的革命精英——符锦惠、蓝
蔚林》，给了他们意外的惊喜，文章开头明确写着符锦惠是“浙江
省余姚市朗霞街道天华村人”。

《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第241页、242页，《紫金县志》第
876 页⋯⋯张志伟翻开办公桌上厚厚一本《符锦惠追认烈士资
料汇编》向记者展示。132页资料汇编中，收录了调查组最终出
具的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复印件，其中关于符锦惠烈士革命斗
争和牺牲情节相关内容，都用笔仔细作了标注。

与符锦惠相似，这次成功追认的4名烈士，无不经历了长期
而艰难的追寻。其中，台州籍烈士罗启况就因关键证据缺失，追
认工作曾被耽搁多年。

罗启况是玉环当地的一名游击队员。1930年8月24日，在
连屿坞门头激战中，24 岁的他面对强敌英勇还击，因寡不敌众
当场牺牲。5 年前，罗启况的家人曾提出申请，但因“主证材料
不足”“牺牲过程情节不
明确”而无法证实。

2019 年，玉环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安置创业
科科长江勇牵头成立调
查小组，跑档案馆、党史
办，泡在材料文件中不
知多少个日夜，终于在
浙江省档案馆找到了关
键证据——

一份民国时期的《浙
江省政府公报》中，提到
了罗启况当时参与的“黄
樟顺带领的普青武装游
击队”这一组织名称。另
一份谈话记录里，也佐证
了罗启况牺牲前还击强
敌的英勇行为。

关键证据缺一不可

灿若群星的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闪亮
的精神坐标。追认烈士，不只是为了褒扬烈
士、关爱烈属，更是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英烈褒扬工作。早
在1980年，国务院就制定《革命烈士褒扬条
例》，烈士评定从此有了全国统一标准。其
中，首次明确条例公布以前符合相关条件因
故未批准为烈士的，可补办追认革命烈士手
续。2019年8月1日，国务院发布修订后的

《烈士褒扬条例》，正式将英雄烈士保护纳入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铭记历史既是对英烈和烈属的尊重，
也是对英烈精神的传承。”台州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说，英烈是一种精神，更
是一盏明灯。

“从记事起，我就常听母亲念叨叔叔的往
事。”罗启况烈士的侄子、今年77岁的罗天寿
说，叔叔壮烈牺牲的故事，在他幼小心灵中刻
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从小立志要从军，像叔
叔一样保家卫国。1964年，罗天寿如愿入
伍。五年的军旅生涯，磨炼了他的意志，培养
了他一颗为民服务的心。转业后，他选择回
到家乡，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希望能有更多的烈士，像我的叔叔那
样可以被‘正名’。”罗天寿说，先烈们的一
生虽然短暂，但都是波澜壮阔、光彩照人
的，应该被所有后辈铭记在心。

“还有不少烈士有待追认，需要更多人
一起去寻找。”如今，张志伟习惯在整理、留
存史料时更加留意细节，将涉及人员的经
历、籍贯等信息多带一笔。“希望这些资料
能完整地呈现他们的传奇故事，也许未来
也能成为追认烈士的关键信息。”

如何能为更多烈士“正名”？去年，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省检察院在全省开展
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
动，对全省散葬烈士墓管理保护问题进行
摸底排查。排查发现，近年来，我省各地不
断加大对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取得了
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未列入
等级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力度还有待
加强，一些无名战士牺牲后仅留有无名墓
碑，追认仍需要较长过程。

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呼吁更多部门
和社会各界群策群力。

在长兴县泗安镇长潮岕村竹林深处，
有一个无名新四军女战士的墓地。虽然没
有血缘关系，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村民
胡阿新父子默默守护了70余年。

去年3月，长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县
检察院工作人员在这里走访排查时，得知墓
地背后的故事，大家被深深震撼。虽女战士
姓名、事迹无从核实考证，认定烈士工作存
在困难，但村民拥护新四军、崇尚英烈的精
神感动了大家。于是，决定为她立碑，以方
便后人瞻仰祭奠。当地县级相关部门还与
泗安镇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细化了管理与
保护无名新四军女战士墓的职责分工。

为加强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特别是
散葬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还会同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开展整修
专项工程，共整修县级以下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2313处，迁移散葬烈士墓861座，集中管
护率从整修前的60%提升到80%。

在浙江这片充满红色基因的热土上，每
座山都有故事，每条河都有传奇。“烈士追认
还在继续。”徐斌介绍，浙江将在持续不断的
追寻中，进一步深挖英烈的精神内涵，讲好
红色故事，在全社会树立尊崇英烈、捍卫英
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风尚。

烈士追认仍在继续

追认这么难，为什么还这么费劲去
做？曾有人这样问江勇。

“每一次寻找，都是为了还原一段真实
的历史，我们有责任留住先烈们的故事。”
江勇这样回答。

这些烈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战场
上经历过什么？此前都不得而知。追寻
中，一个个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爱国进步
青年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在东风小学，我们找到了三爷爷的
学 籍 档 案 。”符 建 军 说 ，符 锦 惠 出 生 于
1904 年，曾就读于余姚近代第一所新式
学堂——达善学堂（今东风小学）。17岁时，
符锦惠跟随父亲去汉口做生意，在武汉期间，
受进步人士影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符锦惠英勇善战，在战场上表现十分
优异。《东江英烈传》在讲述朱炎烈士故事
时，曾提到符锦惠的一段战斗场景。1933
年，朱炎、符锦惠等率红军四个主力连、两
个警卫排共 500 多人，北上与中央红军会
师。期间，红军迎头痛击紫金县警一个中
队，大部队缴械投降后，一个后卫班拼命逃
窜，被符锦惠率领的两个主力连截获全歼。

1933 年 5 月，在战争中受伤的符锦惠
来到紫金县义容镇均安乡黄葛坪炭窑隐蔽
养伤，5 月 5 日被叛徒杀害，将最后一滴热
血洒在了异乡。“三爷爷没有结婚生子，牺
牲时只有 29 岁，他把一生全部献给了革命
事业。”深入了解三爷爷的故事后，符建军
动情地说。

追寻中，越来越多鲜为人知而又感人
至深的先烈故事慢慢浮现。

今年被追认的台州籍烈士黄雷，是一
名以“双重身份”潜伏在隐蔽战线上牺牲的
地下党员。调查报告描述了他短暂却又激
昂的革命生涯。

黄雷出生于 1907 年，是当年路桥黄仪
昌印染厂的大少爷，毕业于上海东亚法政
大学。为寻求真理之路，他辗转上海、山
东、福建、浙江等地，参加革命工作。据《路
桥党史》《黄岩中共党史人物》等记载，1927
年，黄雷由原黄岩县地下党的组织者和领
导者林泗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黄雷担任国民党路桥镇镇长。当时，路
桥成立中共地下区委，他同时任区委委员。

黄雷心中，有着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
赤子情怀。他曾参与领导路桥药业店员罢
工和“二五”减租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

“工人要团结起来，问资本家要薪，改善生
活！”1927 年 4 月，在路桥药业店员工会成
立大会上，黄雷的一番慷慨陈词说到了店
员心坎里，现场掌声雷动。查证的资料中，
一位店员在回忆录中还原了这一幕。

1934 年 11 月，因共产党员身份暴露，
黄雷离开路桥，前往北方抗日前线，继续

“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据黄雷后人叙
述，在身份暴露离开路桥那个晚上，他要求
家人销毁他所有资料、照片。家人因不舍，
将一张他的黑白照片偷偷埋在家中青石板
地下，没想到却成了仅存的遗照。1936年，
因私释两名共产党员，黄雷被国民党杀害
于河北保定，年仅29岁。

在绍兴嵊州，同样有一位隐蔽战线的
热血战士——刘琴花。

刘琴花是嵊州市金庭镇后山村人，出生
于 1904 年。为了讨生活，她成为一名小商
贩，常常往返余姚等地。这也为她日后成为
中共地下党交通员，提供了便利条件。

1945 年 8 月 10 日，刘琴花前往四明山
梁弄镇送情报时，途中被伪浙保部队逮捕，
押解至伪浙保营部。随后，与刘琴花联络的
中共地下党员竺春生也被逮捕。面对严刑
拷打，两人始终坚守党的秘密，一言不发、宁
死不屈。8月11日上午，两人被残忍杀害。

村里人虽然知道刘琴花是因为送情报
被抓的，但由于她的联系人竺春生同时牺
牲了，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追认过程
一波三折，直到 7 年前，刘琴花的烈士身份
才被正式确认。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他们甘愿身处隐
蔽战线，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徐斌
说，“每一次追寻，都会被英烈们惊心动魄
的事迹深深震撼。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
了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韧不
拔的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我们有责任留住先烈故事

链接 新中国烈士褒扬工作时间轴新中国烈士褒扬工作时间轴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提供 本报记者 黄珍珍 整理 浙报制图：戚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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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
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
雄纪念碑的决议，首次
以国家形式明确了人民
英雄概念。

公布《革命烈士
家属、革命军人家属
优 待 暂 行 条 例》等 5
个优抚条例，形成新
中国烈士褒扬工作的
基本规范。

颁布我国第一部专门
规范烈士褒扬工作的行政
法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
烈士评定有了全国统一标
准，并首次明确追认革命烈
士条件。

颁布《烈士褒扬条
例》，细化规范烈士评定
条件、评定部门、评定程
序、褒扬要求等，明确烈
士评定属于国家行政机
关权限。

19501950年年 19801980年年 20112011年年 20142014年年

国家将 9 月 30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
日，并规定每年9月
30日举行纪念烈士
活动。

20192019年年

国务院发布修订
后 的《 烈 士 褒 扬 条
例》，将英雄烈士保护
纳入党和国家功勋荣
誉表彰制度体系。

20222022年年33月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
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
工作的意见》，明确完善烈士褒扬政策法规，
加强烈属人文关怀和精神抚慰等，推动新时
代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

2022年4月，金华举办清明祭英烈暨散葬烈士墓集中迁葬仪式。 金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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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寿整理罗启况烈士的生前资料。 本报记者 金晨 摄

符锦惠烈士遗照。 受访人供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烈士

褒扬工作有了新发展，政策
法规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