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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陵二十三载 为五十六位烈士找到家
昌邑市饮马烈士陵园管理员杨智忠用坚守彰显忠诚和担当

  昌邑市饮马烈士陵园里长眠着
720位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23年来，
退役军人杨智忠默默守护着这里，
将烈士们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管理得井井有条。此外，他还尽力
整理烈士的档案和信息，自费遍访
大江南北多处战役遗址，为陵园里
56位烈士找到了家人和故乡。多年
来，杨智忠先后荣获“山东好人”
“潍坊好人”等荣誉称号。近日，他
又被评选为“感动潍坊”人物。

主动守陵“延续”军旅生涯

　　1月1日，杨智忠像往常一样来到昌邑市饮马烈士陵
园，看望长眠在这里的烈士们，小心翼翼地用湿布清理
墓碑。“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了，老百姓越来越幸福，这都是你们当年的牺牲换来
的。”杨智忠和烈士们轻声念叨。
　　谈及当守陵人的初衷，杨智忠说，他是名退役军
人，他的父亲是一名老革命，在战斗中腿部受重伤，两
位战友为掩护他父亲撤退英勇牺牲，他的舅舅也是一位
烈士。“掩护我父亲撤退的两位救命恩人，还有我舅
舅，都躺在这座陵园里。”杨智忠感慨地说，2001年，
他听说烈士陵园想找一名管理员，立即向民政部门申
请。来守陵，不仅是使命也是传承。
　　那个时候杨智忠刚54岁，家里有三个儿子，孙子、
孙女们也都还小。他没有通知亲友，直接把东西搬到了
陵园。面对家人的劝说，杨智忠告诉孩子们：“我总觉
得守护烈士陵园是我军旅生涯的一种延续，在这里守护
烈士英魂，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还是一名军
人。”
　　就这样，杨智忠和妻子于爱云一起，带着3岁的小
孙女住进烈士陵园一侧的小屋，成了720位烈士的守卫
者，这一待，就是23年。

克服困难做忠诚的守护者

　　刚来陵园的前几年生活还算安稳，2004年的一场变
故，让杨智忠陷入了艰难的选择。当时，他的妻子于爱
云突发重病，住院一段时间后需要回家休养，而陵园条
件简陋不利于康复。但看守陵园是杨智忠的精神寄托，
如果回家就不能继续陪伴烈士们，他舍不得。
　　在最无助的时候，杨智忠偷偷跑到墓区大哭了一
场。当他发泄完情绪出来的时候，突然听到门口有人说
话，原来是烟台海阳的两名烈士家属来找烈士墓。他们
告诉杨智忠，爷爷是在丈岭战役中牺牲的，父亲生前到
处寻找一直没能找到葬地，他们好不容易循着线索找到
了这里。杨智忠赶紧翻出名册，却没有找到烈士证上的
名字，又带他们去丈岭战役墓区转了几圈还是没有找
到，便告诉他们可能是无名烈士。两人听后在墓碑前跪

地痛哭，那场面让杨智忠无比难受。
　　“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
味。烈士家属们对烈士那种彻骨思念和几十年接力寻找
的辛酸，比我难多了，我们很难体会，我要留在这里帮
助他们。”杨智忠说，从那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帮烈士找
家，老伴十分理解和支持，开了中药调理，和他一起留
在陵园坚守。

20年间为56位烈士寻到家属

　　昌邑市饮马烈士陵园内有720座墓，有名字的有60
位，记载地址的仅有17位，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及行政区
划变更等原因，墓碑上记载的地址不太详细。为了帮烈
士们找到亲人，杨智忠精心研读陵园留下的所有可考的
烈士资料，分批整理。文化程度不高的他，每天拿着小
本子在陵园里来回穿梭，逐一比对信息，将能查到的所
有烈士姓名、籍贯、年龄、牺牲日期、参加战役等信息
整理了两本厚厚的笔记本。“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心疼，
烈士们牺牲的时候大多数只有十几岁、二十岁出头，还
是些孩子。帮他们找到家，是我后半生最重要的事
情。”杨智忠说。
　　在妻子的支持下，2004年开始，杨智忠踏上了为烈
士寻亲的道路，他去烟台、青岛，按照资料中的记载找
寻烈士的家乡。后来，昌邑市义工联合会参与进来，媒
体也参与进来，寻亲的队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专业。
　　2012年，在烟台市牟平区民政部门帮助下，为埋在
陵园中的杨忠先等3位烈士找到家人。同年，杨智忠又
赴烟台莱州，为邵正云等3位烈士找到家人。2013年，
临沂一人通过网上信息联系到杨智忠，他是烈士张志田
的孙子……
　　截至目前，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杨智
忠老人已为56位烈士寻到家属，并且还在不断地寻找
中。“陪伴守护好英烈，把他们的英魂送回家，是致敬
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这种精神，只要自己还活
着，就会一直做下去！”杨智忠说。

结缘三十载 一路见证晚报的成长
范夕勤从创刊开始读报，《潍坊晚报》已经融入生活中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春晖 整理
  我叫范夕勤，今年68岁，家住高新区图兰朵小
区。1994年元旦，《潍坊晚报》创刊时，我就与晚报
结下不解之缘。今年，《潍坊晚报》迎来创刊30周
年，我也从一名中年人成了一名老人，内心感慨万
千。这么多年来，我一路见证了晚报的成长，衷心希
望晚报越来越好。
　　晚报刚创刊时，发行量不足万份。我当时在城区
一家大型商场工作，单位为每位员工订阅了一份《潍
坊晚报》，由我负责分发。那时休闲娱乐方式比较单
一，每天晚上下班，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报箱拿着晚
报回家，饭后细细品读，了解发生在潍坊的大事小
情，心里别提多惬意了，读报成为我生活中的一
部分。
　　我当时在商场从事文秘和宣传工作，在成为晚报
的忠实读者后，开始尝试向晚报投稿。其中，我写的
稿件《九名幸运儿从大华免费牵走“小鸭”》于1995
年2月17日刊发在晚报2版，这是我在晚报上发表的处
女作。此后，我在晚报上陆续发表了几十篇“豆腐
块”，每次看到我的稿件在报纸上发表，内心都格外
激动。
　　2002年，我辞职后承包了一个报刊亭，一干就是
15年。在此期间，我主要经营邮局配送期刊、图书报
刊以及零售《潍坊晚报》、日用品等，每天的晚报是
必读的，从未间断过。退休后，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
奎文区大虞街道北虞社区，自2017年以来先后荣获

“身边最美党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每
年都获赠全年《潍坊晚报》，我和晚报的情缘继
续……
　　这么多年来，我见证了晚报一次次改版，一次次
焕发出不一样的魅力，讲述着更加动人的潍坊故事，
内心由衷地为晚报感到高兴。2023年3月份，晚报推

出“张记者拍照啦”栏目，我非常感兴趣。近几年，
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去市人民广场赏过樱
花，看到晚报记者拍摄的樱花那么美，感觉机会难
得，所以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并和老伴一起在樱花树
下拍了照。2023年3月31日，我和老伴的照片刊登在
了晚报上。我向晚报投稿多年，以前只在报纸上出现
过名字，这还是第一次在报纸上亮相，内心那种兴奋
和激动无以言表。
　　近几年，晚报一直在努力适应新形式下市民的阅
读需求，作出了很多改变，从中看到了晚报人的努
力，内心感觉很欣喜。我注意到晚报头版添加了“潍
坊融媒客户端”的二维码，于是便扫码下载了“潍坊
融媒客户端”。而且，晚报还会将一些精彩的新媒体
报道制作成二维码印在报纸上，扫码就可以查看，这
种形式很新颖，与新媒体的联动，也给晚报赋予了新
的生命力。
　　时光荏苒，晚报已经走过30年，这一路风风雨
雨，走来非常不易。作为晚报的忠实读者，我将心中
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愿晚报的明天，更加美
好。”

 范夕勤一直珍藏着晚报关于他和老伴的报道。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燕

杨智忠看望长眠在陵园的烈士。（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