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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上前线再也没回来 母亲撑起家

志愿者与烈士儿子（右二）等家人合影。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陆菁菁

“养石头”现风靡网络

　　“养石头”火了！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宠物石”
或者“养石头”的关键词，会弹出一串网友们分享的
自家石头的照片和日常。
　　“我是被小红书的‘养石头’种草的，一眼心
动。”寿光的王凯蔷是一名砚雕师，虽然平时经常与
石头打交道，但宠物石的概念闯入视线的时候，还真
让她眼前一亮。
　　网上搜索“养石头”的帖子发现，石头的主人不
仅会给宠物石头起名字，还给它们置办小窝、贴上眼
睛、穿上衣服、戴上眼镜、擦护肤品等。
  同时，“新人第一次‘养石头’，有什么注意事
项”“教大家如何养一块石头”等各类咨询帖和教程
也层出不穷，资深玩家也贴心支招：找到与自己有缘
的石头，拿回家给它洗个热水澡、为它拍“定妆照”
并把这一天作为它的生日，给它安一个家，每天和它
聊天吐露你的心声，冬天注意保暖，夏天也不要让它
中暑……
　　“石头不会闯祸，也不会死，只倾听，不顶嘴，
有类似树洞的作用。”王凯蔷说，手边最不缺石头，
找几块合眼的不算难事，她立马着手养了几块。“还
真挺解压，等我养好了，分给身边的朋友们”。

石头存货“重见天日”

　　招欢学的是平面设计，因为专业和兴趣的关系，
她日常就喜欢涂涂画画。儿子小的时候，她偶然捡了
几颗光滑圆润的石头，便随手在上面画了小汽车的图
案哄孩子。

  “发了个朋友圈，很多人喜欢，一不小心发
展成了副业。”招欢说，2015年，她开了淘宝
店，自主设计绘制，生意日渐起色。后来有
了二宝，精力有限便将这份小事业搁置了。
　　“没想到我这些压箱底的存货又见到了
阳光！”前几天，招欢在小区群里见到有人
打听“养石头”，她赶紧把自己的石头宝宝
们拉出来晒晒，还上网给自己补了一课，发
现“养石头”话题确实有点热，而且外地

“养石头”的群体规模还不小。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没时间养猫狗，养个
石头也是情感的寄托，而且很多年轻人在外地比较孤
独，不敢跟家人诉苦，下班回家看见自己的小石头躺
在小窝里，心理上也会感觉温暖。人是有感情的，养
久了，真的就把它当成好的陪伴了。”招欢说。

本质其实是自我关照

　　“养石头？”第一次听说这种玩法，在奎文区一
家文化单位上班的张女士着实感到新鲜，后来一了
解，对这种现象有所认同。“现在的年轻人压力比较
大，衍生出五花八门甚至奇奇怪怪的生活方式。在我
看来，存在即合理，能从中找到乐趣，而且还不太费
钱，挺好挺好。”张女士说。
　　据了解，“宠物石”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就出现
过。在百度百科中，关于宠物石的解释是把石头当作
宠物来养，这一创意来自国外一名叫加力·达尔的
人。1975年，加力·达尔与朋友聚会时偶然听见有人
抱怨自己的宠物，他说：“最完美的宠物应该是石
头，不需喂食，不需洗浴，不会生病，不会死亡，也
不会背叛。”然而，时下流行的“养石头”除了照顾
石头的日常起居，还要辅导作业、看病就医……
　　那么，“养石头”是一种怪癖吗？这种玩法真的
能解压？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在心理咨询师王玉
新看来，“养石头”的时候，其实是在照顾自己、取
悦自己、疗愈自己，因为对石头没有期待，不要求回
馈，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就是当下最美的样子。
　　“这个现象从心理学上讲，首先是对自我的一种
照顾、取悦、疗愈。”王玉新说，人在疲惫、有压力
时需要放松，而专注地去维护、打扮石头宠物的过
程，也许会让人进入福流状态。人都是有情绪的，情
绪是需要表达的，通过“养石头”可以把它们当成树
洞，释放自己的情绪，卸下自己的面具，面对石头，
会让自己很安心，在那一刻，他/她是安全的、放松
的。同时，人们把爱和情感投射在石头身上，呵护
它、装扮它，其实是在呵护自己、装扮自己，看见自
己的爱与美好。
　　另外，因为石头没有生命，主人对它就没有期
待，没有期待就没有要求，更没有期待达不到时的负
面感受，所以和石头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惊喜和美好。

几经波折，志愿者找到烈士儿子

　　前段时间，寿光市天行健公益服务中心“让爱回
家”项目组接到潍坊市致力公益服务中心志愿者王帅
康求助，为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寿光籍烈士宋洪昌寻
亲。接到求助后，志愿者立即成立工作组并展开寻亲
工作。
　　据中华英烈网以及河南省永城市淮海战役陈官庄
烈士陵园记载，宋洪昌烈士牺牲时28岁，为山东省寿
光人，1949年1月11日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因没有明确的户籍地，志愿者在寿光境内根据县
志和寿光百家姓等资料，对宋氏分布情况进行地毯式
摸排。同时，志愿者张燕哲在寿光英烈网查询比对，
发现名为“宋恒昌”的烈士也牺牲在淮海战役中，记

载为寿光道口公社宋家庄子村人，其他信息与中华英
烈网、河南省永城市淮海战役陈官庄烈士陵园记载信
息一致。“我们猜测应是同一人，寻亲过程中遇到过
很多这种情况，名字会写错，这就需要通过其他信息
进行比对。”张燕哲说，她当即联系志愿者袁英、袁
华就近摸排，通过了解，在寿光市营里镇北宋家庄子
村确有一位牺牲在淮海战役的宋恒昌烈士，烈士有儿
子、孙子。
　　9月10日，王帅康与志愿者王金爱、郭奇文等一
起来到烈士儿子宋彬义家中，通过查看烈士证，确认
与宋洪昌信息一致。“在整个寿光未查到宋洪昌烈
士，而宋恒昌烈士的部队信息、牺牲时间等与记载的
宋洪昌烈士信息全部一致。”王帅康说，经核实比
对，最终确定宋恒昌烈士便是安葬在河南省永城市淮
海战役陈官庄烈士陵园的宋洪昌烈士。

心愿已了，后人将接烈士“回家”

  拿着志愿者送来的父亲墓碑照片，宋彬义潸然泪
下，84岁的他没想到能在有生之年找到父亲的安葬
地。据他回忆，父亲当兵时他才5岁，对父亲的印象
只停留在父亲远去的背影以及母亲对他说的关于父亲
的故事。
  “记忆中，母亲抱着我总说打完胜仗，父亲就回
来了。那时候我也盼着父亲早回来，就可以跟同龄孩
子一样有父亲陪着玩了。”宋彬义说，后来他们收到
了父亲牺牲的消息，一家人都很悲伤，不久便收到父
亲的烈士证，母亲经常拿着父亲的烈士证发呆。
　　宋彬义说，父亲牺牲后，母亲带着他生活，孝顺
爷爷、奶奶，一直没有改嫁，直到2005年离世。母亲
在世时听说父亲牺牲在安徽，曾委托人去寻找父亲的

安葬地，自己年轻时也曾经到处找过，但每次都以失
望告终。如今，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终于知道了父亲的
安葬地，他特别激动，对母亲也能有个交代。“父亲
烈士证上记载他是排长，听说他是干爆破的，作战英
勇还立过二等功。”宋彬义一边说，一边拿起父亲的
烈士证、军功章等。
 　宋彬义已经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他希望志愿者能
给画个画像，让他再看看父亲，并表示父亲是英雄，
一定让儿孙们去祭奠，接父亲“回家”，让子孙后代
铭记历史，赓续红色血脉。
　　王帅康说，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他们永远不会忘
记先烈们，不会忘记革命先烈伟大的奉献。下一步，
他会加快为烈士寻亲的速度，做一名提灯者，照亮更
多先烈的回家路。

  9月10日，在寿光市营里镇北宋家庄子村
寿光籍烈士宋恒昌（宋洪昌）的儿子宋彬义
家中，帮烈士寻亲的志愿者送来了烈士墓碑
照片等。“父亲走的时候我才5岁，当时父亲
说打了胜仗就回来，没想到再也没回来。”
宋彬义说到这里难掩激动情绪，多年来他一
直思念父亲，现在得知父亲的安葬地，他觉
得对去世的母亲终于有了交代。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你听说过“养石头”吗？最
近，石头成了年轻人热捧的“宠
物”，社交媒体上，各种关于“养
石头”的话题热度只增不减。家住
奎文区梨园街道融辰世纪尊品小区
的招欢前些年囤的石头也得以重见
天日，身边好几位朋友找到她，表
示“想讨一块石头养养”。

年轻人有了“新宠”？不闯祸的石头受青睐

招欢的石头存货

王凯蔷养的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