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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澎 吴金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1949年10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而1949年，对于我的家庭、我本人有着
特殊的意义。1949年5月15日，我的父亲、
被誉为“英雄团长”的胡文杰烈士，在解放上
海战役中英勇牺牲。

父亲牺牲12天后，上海解放了；牺牲21

天后，我出生了；牺牲139天后，新中国诞生
了。父亲牺牲在黎明，一腔热血洒浦江。

如今，上海解放75周年，新中国成立75

周年。父亲牺牲整整75周年，我也整整75

周岁。家国情怀，我的家与国家就是这样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

父亲胡文杰1916年春诞生于江苏丹阳
县横塘乡一农户家庭，自幼好学，高小毕业后
考入省立吴江师范学校，学成归乡执教小
学。1937年夏，日寇侵华，抗战烽火四起。
同年秋，战火蔓延至家乡，激起了父亲救国救
民的热情。他毅然投笔从戎，组建地方抗日
自卫队，并于1938年2月加入新四军，6月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他相继参加了郭村、黄
桥、曹甸等战役战斗百余次，多次负伤，数次
立功。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七战七捷苏中
战役、严家大桥、盐城、盐南等战斗和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成长为战斗团的主
要指挥员。

1949年2月，父亲临危受命，由团政委
改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9军87师259团的
团长。5月15日，父亲在解放上海战役月浦

攻坚战中被敌炮弹击中，英勇牺牲在团长指
挥战位上。他也是上海战役中我军牺牲的职
务最高的烈士。

自小时候起，我从父亲战友口中得知了
父亲在1949年上海战役中的英勇事迹。在
那场战役中，父亲作为团长，率部攻击上海
宝山北面月浦镇的敌据点，战斗异常激烈，
从战斗打响他就坚守战位指挥战斗整整三天
三夜，70多个小时没合过眼。他侦察敌情，
选定突破口，攻克叶大村；次日援救受挫部
队，灵活运用战术，占领月浦外围多据点。
父亲提出“全力以赴，血战月浦”以鼓舞士
气。5月14日，他亲自率部巷战驱敌，后组
织防御抵抗反扑。15日凌晨，父亲于布置任
务时不幸中弹牺牲，身负七块弹片。部队哀
痛之余继续奋战，最终攻占月浦，取得攻坚
战胜利。

12天后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了，这座被世界称为“东方明珠”的中国大都
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父亲没有等到这
一天，他用生命为这个胜利的到来履行了一
名共产党员、一名指挥员应尽的使命。

父亲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是在战火中度
过的。我每每见到父亲生前战友，这些身经
百战的老战士们回忆起父亲，无不称赞胡团
长能文能武，是“猛虎般的团长”“慈母般的政
委”，是打仗不怕死、处处做表率的好干部，是
军政双优的英雄团长。

在上海宝山与江苏丹阳等地，多处纪念
馆、公园及烈士陵园内，胡文杰烈士的事迹与
形象被永久铭记，通过展板、雕像等形式展
现，同时，大量书籍与音像资料得以编纂流
传，旨在传承英烈精神。

作为胡文杰烈士的遗腹子，我与父亲素
未谋面，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但父亲的
血液流淌在我的血管里，根植在红色血脉
里。我19岁那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21岁那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与父亲成为战友，成为
同志。革命英烈的理想和信念，像旗帜永远
飘扬，像丰碑永远屹立，像灯塔永不泯灭，像
中流砥柱永远支撑。他感召着我们，感召着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革命者、青年继往开
来，传承赓续。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日子里，
在第11个国家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重温
父亲胡文杰烈士和千万英烈的功绩，向他们
学习，在新时代走好新的长征路，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贡
献力量！

胡继军（胡文杰烈士之子、
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崇敬公益志愿者）

本报记者周洁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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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晨敏相识在从浙江衢州到
上海的路上。那是2007年12月
10日，我们同批应征入伍，坐上了同
一班火车，带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
一同步入向往已久的红门。从火车
站到金山新兵连的路上，因为大车
车位有限，我们便坐在了连长的小
车。路上连长问我们，你们为什么
要当兵啊？我回答，为了锻炼自己，
磨炼自己。而他不假思索地答道，
为了保护更多需要保护的人。从那
一刻起，我便牢牢记住了这个略微
腼腆而又充满阳光的大男孩。

新训的日子很辛苦，也很快
乐。白天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在操
场上摸爬滚打，又为了能够获得会
操资格，暗自较劲，不约而同偷偷
加练。晚上我们在宿舍里谈天说
地，一起畅想着下基层的生活，
一同憧憬着能够考上军校，肩膀
扛上星星，还要带出一支响当当
的队伍。

晨敏头脑聪慧，第二年就考上
了昆明消防指挥学校，这让我羡慕
不已，也更加充满动力。三年后，
我也考上了同一所军校，毕业后我
到金山中队当了排长，晨敏已是副

中队长，曾经的约定直到2020年
3月才成为现实。

然而，正当我们准备并肩作战、
大展拳脚之际，晨敏却在2021年
“4·22”那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中，永
远地离我们而去。他的离去如此猝
不及防，又是如此悲壮。晨敏牺牲
后，我和战友们迅速调整心态，再次
投身于紧张而繁重的执勤战备中，
想用训练与汗水，来填补心中那份
难以言喻的空缺，同时也作为对晨
敏深深的怀念与致敬。我们默契
地选择避开那段令人心碎的记忆，
只因深知，唯有前行，方能不负晨
敏的牺牲与期望。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逐渐从
悲痛的阴霾中挣脱，心灵虽带着伤
痕，却也渐渐学会了在回忆中寻找
力量。在2022年“6·18”金山
石化那场惊心动魄的爆炸中，面对
肆虐的流淌火和高温浓烟，我们
毫不畏惧、冲锋在前，在距离泄
漏管道仅50米的危险地带设立阵
地，与火魔展开了殊死搏斗。在
那片火海与硝烟中，我仿佛看到
了晨敏的身影，他那种悍不畏死、
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永远激励着

我们前行。
三年多以来，我们团队日夜兼

程、苦练本领。这份坚持与努力，
不仅为我们赢得了总队执勤岗位练
兵优胜单位的殊荣，更让十多位战
友在无人机驾驶、潜水、舟艇驾
驶、心理咨询等多个领域获得了专
业资格证书。同时，战友们也接过
晨敏的爱心接力棒，继续关怀孤寡
老人许阿姨和困境中的学生奚同
学，更将这份深情厚谊扩展到辖区
的敬老院、中小学，每一次消防站
的开放日，每一次的慰问走访，都
满载着我们对社会的关爱与责任。
这种爱的接力和传递，让我深深感
受到晨敏的精神在我们团队中的延
续与发扬。

英雄已逝，浩气长存。在这一
特殊的日子里，我想向我的战友丰
晨敏烈士以及全部消防英烈们报
告：请你们放心，我们正遵循你们
的足迹，秉承你们的遗志，保护着
你们曾经保护着的人民，定不负你
们的英名和“火焰蓝”的荣光。

郑方成（丰晨敏战友、
吕巷消防救援站副站长）
本报见习记者顾洋整理

传承战友遗志
共铸“火焰蓝”荣光

2021年4月22日，金

山区某公司发生火灾，时

任金卫消防站副站长的丰

晨敏毫不犹豫地冲进火海

救人，鲜活的身影永远定

格在了那一天。今年烈士

纪念日来临之际，他的战

友、吕巷消防救援站副站

长郑方成怀着无尽思念，

追忆战友丰晨敏烈士。

▲“英雄团长”胡文杰烈士。

 丰晨敏烈士。

今年9月25日，著名红军将领、军事

家，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黄公略烈士的遗

骸在江西省吉安市安葬。为这位33岁就

牺牲的军事家做遗骸鉴定的，正是复旦大

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文少卿团队。

黄公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

家之一，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在

1931年9月15日牺牲后，其墓址所在一

直成谜。党和政府以及军队有关单位曾组

织力量多番寻找，直到2022年8月才在江

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发掘疑似骨

骸，并于当年10月送到复旦大学分子考

古实验室文少卿课题组。南方环境湿热，

鉴定条件非常艰难。文少卿在反复优化实

验方案、不计成本的检测下，直到2023

年4月1日才提取出足够分析的DNA信

息，通过与黄公略伯父家的男性后代的Y

染色体比对，并通过全基因组分析，最终

确认疑似遗骸属于黄公略本人。

这些年，从山西吕梁、河北肃宁、江

西吉安到安徽全椒，文少卿团队通过科技

生物学技术，已为多名烈士寻亲，为无名

烈士复原容貌。

2015年到2018年间，文少卿团队就

与退役军人事务部以及其他高校和机构合

作，共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位烈士的遗

骸，完成了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的1期

建设。其后，该团队又赴全国各地开展烈

士遗骸的发掘和鉴定工作。

“在一次又一次的鉴定中，我们提供

的鉴定结果，或是为部分烈士找到名字、

复原他们生前样貌，或是为一些有名或无

名的英雄一生的完整拼图拼上了最后一

块。”文少卿感言，遗骸鉴定工作不仅还

原了英雄的人生，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慰藉他们的亲人，更是为生活在当下的

我们还原了一些不能被遗忘的历史片

段，提醒大家——今朝盛世享太平，勿

忘先烈血染衫。

从“无名”到“有名”
一小块遗骸，浓缩无名战士

壮烈的一生

2019年4月12日，烈士邹开胜在牺

牲74年后，终于从无名烈士墓中搬离，

回归故里。从山西平遥到湖北红安，跨越

900多公里，落叶归根。那一刻，邹开胜

73岁的遗腹女邹西延悲喜交加：“这么多

年，我的心愿终于了了，终于找到了我从

未谋面的父亲！”

这一幕，也让文少卿久久不能平静。

从“无名”到“有名”，邹开胜能够“回

家”，离不开文少卿团队所提供的DNA鉴

定技术支持。

也正是从这时起，文少卿发现，自己

所做的可能并非只是一项简单的遗骸

DNA鉴定。一小块遗骸浓缩的，可能是

一位无名战士壮烈的一生，一个家庭期待

已久的团聚，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一份

战争年代矢志不渝的信仰。

在山西省吕梁市烈士墓地分子生物学

考古项目中，文少卿第一次“复现”了惨

烈的现场。这些年，每每回忆此次发掘的

过程，他都会哽咽。

在吕梁方山南村的国际和平医院第七

分院旧址，多名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

牺牲的无名烈士长眠于此。2023年，在

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邀请下，文少卿

带领一支由5名青年教师及11名学生组成

的考古队抵达南村，开展系统发掘和分子

考古鉴定。

经过8天的挖掘，49具烈士遗骨全

部重见天日，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战争往

事也得以浮现：一具遗骨在头骨眼窝上

方有个穿透式的弹孔，从牙齿的磨损痕

迹判断，这位烈士年纪尚小；一具遗骨

右腿股骨处有平整的切痕，这名烈士应该

是在当时简陋的环境下接受了截肢手术，

并最终在战地医院牺牲；许多烈士的遗物

是铜纽扣、陶瓷帽徽、铜徽、子弹、步枪

弹，现场还有一具未完全发育成熟的骸

骨，体质鉴定推断，这名烈士的生命大约

停止在16岁……

“从对遗骸的鉴定中，我们发现，很多

烈士遗骸都存在眶上筛变，反映了他们长期

营养不良的情况。有些非常年轻的战士甚至

已早早出现了退行性关节疾病等中老年病

症。这说明，战士们是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坚

韧，用双腿跑过了车轮，一次次完成了轻步

兵的军事奇迹。”文少卿说。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1942年抗日战

争期间，“雪村突围战”是冀中八分区组建

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

最惨重的一战，在战斗中，政委和司令员双

双阵亡，大批八路军指战员壮烈牺牲。直至

今年，大批牺牲者的遗骸在战事发生地——

河北肃宁县出土。文少卿回忆，现场共挖掘

出至少101位遗骸，不仅有大量青壮年战

士，还包括了不少老弱妇孺，其中年龄最小

的幼儿只有1岁左右。

“现场很多遗骸甚至没有头骨，这为后

续寻亲、复原外貌带来了极大困难。”文少

卿感慨，团队推算，这些非战斗人员应该是

当地百姓，“在当时日军的‘三光’政策

下，中国军民唇齿相依，团结一致，这份信

任让人动容。”

从“抽象”到“具象”
在匹配成功率极低的情况

下，出现一个个“奇迹”

透骨见史。

“烈士的相貌以及他们的故事，值得被

更多人看到。”文少卿明白，帮助无名烈士

寻亲，道阻且长。整个过程不仅耗时、耗

力、耗钱，且匹配成功的概率极小。一次成

功的寻亲背后，是难以想象的投入和坚持。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从抽象变具象，

等待奇迹发生的过程。”文少卿告诉记者。

文少卿团队在方山县烈士墓地确认的

M19个体——崔海治烈士，就是“奇迹”之一。

看着墓碑上的“M19”变成了清晰的“崔

海治烈士”，寻亲家属崔玉崎不禁泪流满面。

从复原的面貌看，崔海治和崔玉崎的父亲长

相十分相似。“我的三叔（崔海治）牺牲时才

23岁，已经成家，留下一个不足2岁的小女

儿，可在4岁时她就夭折了。”从此，找到三

叔、了解他生前的故事，成为崔家人的执念。

除了DNA寻亲和复原烈士面貌，文少卿

团队还通过技术“述说”更多和烈士有关的生

活往事。比如，吕梁南村烈士墓地出土遗骸

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20.5岁，遗骸上有大量

与战争相关的创伤，多位个体下肢骨上发现

了严重的感染；通过对比周边地区不同时期

草食和杂食动物氮同位素值，发现92%的烈

士的氮值低于草食动物均值，这表明他们生

前的生活极其艰苦，几乎没有肉食摄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文少卿谈到，他最

初尝试将科技考古用于烈士遗骸鉴定，是始

于西北大学人骨考古学者陈靓发的一条朋友

圈：“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缅甸密支那战

役）DNA鉴定失败，委托机构建议送到英

美权威机构测试，获得国际顶级技术支持。”

他看到这条消息后，立刻与委托机构联

系。“在生物学领域，中国现在的技术水

平，已经足以完成这项鉴定工作，不应该假

手于外国人。”在文少卿的争取下，团队最

终获得了缅甸密支那地区出土的27具中国

远征军遗骸，并成功鉴定其父系遗传类型。

从“保密”到“解密”
“青山埋忠骨”，一家三代人

守护烈士墓

从吕梁到雪村，再到黄公略的遗骸鉴

定，以及正在进行的为安徽全椒埋葬烈士寻

亲，文少卿感慨地说：“过去，我读到‘青

山埋忠骨’这样的诗句，首先会感到一种革

命浪漫主义的情怀。而如今，我更多的体会

是：如果没有人民对英烈的守护，在青山埋

忠骨的情况下，很多烈士墓也许永远不会为

人所知，我们也更不可能还原他们的一生。”

9月25日举行安葬仪式的黄公略烈士，

其遗骸能够安全保存至今，背后就有一段一

家三代人默默守护烈士的感人故事。

文少卿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党

和政府以及军队有关单位曾组织力量寻找黄

公略烈士遗骸，但一直未能找到墓址。直到

2022年，黄公略外孙张忠到江西吉安市祭

扫时，吉安市青原区六渡村村民黄富财偶然

得知这一消息，特地找上门来，把他们整个

家族保守了近百年的秘密——黄公略烈士墓

址所在告诉了张忠。

原来，黄公略的墓地改迁东固后，国民党

反动派放出谣言，说随葬品有不少金银珠

宝。为了保护烈士遗骸，当时参与埋葬工作

的黄富财祖辈，就悄悄将黄公略的遗骨转移

到了自己家族墓地旁，周边没有明显的标注

痕迹。黄富财说，小时候，每年清明节，他的

奶奶都会带他穿过树林到这个墓前祭扫，后

来奶奶身体不好了，便嘱咐他和父亲每年清

明都要祭扫。直到临终前，奶奶才告诉他，必

须等黄公略的亲人来，才能告诉他这个墓地

的秘密。“现在，奶奶的遗愿终于完成，我的担

子也可以卸下来了。”黄富财说。

黄公略烈士安葬仪式近日在江西吉安举行，为其做遗骸鉴定的
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团队——

他们为英雄还原人生，为时代还原历史

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数据显示，根据

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约有2000万

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

196万名，超过90%的烈士都是无名烈

士。怎样才能让更多烈士从“无名”变“有

名”？怎样为更多无名烈士找到他们的

亲人？文少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

为烈士寻亲，还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过去9年来，文少卿团队从参加滇

西保卫战、长沙会战、淮海战役等的烈士

遗骸中，累计收集了一千多位无名烈士

的DNA样本。但要想帮助更多烈士“回

家”，国家英烈数据库的数据还远远不

够。以疑似烈士亲属的DNA数据库为

例，目前只有百余人样本。要想让更多

家属寻亲成功，必须壮大数据库，这样才

能提高比对成功的几率。

“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二十出

头甚至是十几岁，没有直系后代，而我们

的技术目前已经能够做到支持旁系亲属

验证。”文少卿建议，各地应打通疑似烈

士DNA数据库和疑似烈士亲属数据库，

让寻亲工作更加高效。他也希望能通过

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关注烈士寻亲，

主动加入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除了研究本身，经费方面的困难也

有待进一步解决。文少卿介绍，一份遗

骸的DNA检测费用约为3000元，而各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又有不同。很多

时候，团队要补贴一半的检测费用。他坦

言，做好这项工作，单靠一个团队或复旦一

所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也发出呼

吁，希望按规范标准在全国建立多个中心

的联盟，让全国对烈士DNA寻亲工作有热

情的人和机构都能参与进来。

在为烈士寻亲期间，文少卿见证了许

多已到耄耋之年、但依旧守在乡村的守墓

人，不少守护英烈的守墓人已接力到家族

的第三代。“随着时间流逝，很多烈士墓的

线索很可能中断。让各地广泛宣传、动员

群众提供线索，普查工作迫在眉睫。”文少

卿说。

照亮更多烈士“回家”路，还需“众人拾柴”帮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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