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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对寻找亲人遗骨的烈属作出承诺

唐俊花为烈士守墓 3 5 年

□晨报记者 渠稳 见习记者 田思民 /文 赵永强 /图

1947 年 5 月 2 日，解放军攻克汤阴城，在汤阴战役中牺牲

的 33 位烈士被就地掩埋在了故县村旁的战地医院附近。

1977 年的春天，几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结伴儿来到这里寻

找亲人的遗骨。30 年的时间让这些掩埋着烈士的墓地面目全非。

面对这些寻亲未果的老人，43 岁的唐俊花做出了郑重的承

诺———为烈士守墓。

为了这个承诺，他坚持守墓 35 年，从一个满

头黑发的中年男子变成了白发苍

苍的老人……

1977 年春天， 唐俊花所在大队的地被

划到了烈士墓的附近，为了多挣工分，唐俊

花每天一大早就背着锄头去干活儿。“一

天，我正在锄地，看见几个老太太在墓地旁

边转悠。 ”唐俊花立刻上去询问：“大娘，您

找啥了？ 这里是烈士墓地， 没有值钱的东

西。 ”唐俊花说，他不想让陌生人打扰烈士

的清静。“大侄子，俺几个人步行百十里地

才找到这儿了。 俺从当地民政局打听到，俺

家那口子就是在这儿牺牲了， 俺想把他的

遗骨弄回去，入土为安，逢年过节好让孩子

们给他上坟。 可找了一圈儿，啥也没找到，

这可咋办啊！ ”当时，一位 60多岁的老太太

说着说着就痛哭起来。

这位老太太告诉唐俊花说， 他们已经

在这里找了一晚上了，只看到几十个坟头，

可究竟哪个坟埋的是他们的亲人， 却一点

儿线索也没有。

唐俊花说， 当时距离汤阴战役已经过

去 30年了，经过风吹日晒，烈士的坟头越来

越小，木头做的墓碑早已腐烂，再也分不清

哪个坟是谁的了。 面对步行百里到此寻找

亲人尸骨却一无所获的老太太们， 唐俊花

心里很不是滋味。“烈士们为了国家把命都

丢了，如今他们的英魂连家也回不去，他们

的子孙想上坟都不知道去哪儿拜祭。 ”唐俊

花说，想到这些，他对几位老太太郑重承诺：

“大娘，你们回去吧，几十年过去了，想找遗

骨也找不到了。不过你放心，以后逢年过节，

我去给他们上坟。 ”唐俊花坚毅地吐出这短

短的几十个字。

“俺叔也是解放军战士， 自从参军就

一直没回来， 后来才知道在解放郑州时牺

牲了。 俺奶奶听说俺叔死了， 快把眼哭瞎

了。 解放后， 俺爷和俺爹跑到郑州三四趟

才把俺叔的遗骨起回来 （俗语， 迁移）， 总

算入了祖坟。 对俺农村人来说， 葬到家里

才叫入土为安。” 唐俊花说， 他能体会到失

去亲人的痛苦。

为了安慰这几位老太太，唐俊花还将家

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白面馒头给了这些老太

太。“回去吧大娘，这点儿粮食带着路上吃。

上坟的事就交给我吧。 ”

看着几位老太太离去的身影，唐俊花暗

暗发誓一定要坚守承诺。也就是这句对烈士

家属们的承诺，唐俊花默默地坚守了 35年。

战地医院的见证者

2012 年 11 月 8 日 15 时许，记者来

到唐俊花家，他的老伴儿郭凤云告诉记

者，唐俊花一大早就下地干活了。“自从

烈士遗骨迁走后，俺老头儿难过了一个

月。 ”郭凤云说。

在唐俊花的侄女婿唐卫清的带领

下，记者走了四五公里土路，找到了正

在地里忙碌的唐俊花。

1947 年解放汤阴时， 唐俊花才 13

岁，他亲身经历了那场战役。

“我是土生土长的故县人，解放汤

阴时，解放军的战地医院就在故县村。 ”

唐俊花说，战役打响后，他的第一感受

就是枪炮声响个不停，敌我双方的炮火

把天空染成了橘黄色。“因为外面打仗，

俺妈不让我出去乱跑，可是透过纸糊的

窗户纸，我还是看到不断有伤员被送到

我们村附近的医院。 从前方送来的伤员

满身都是血，有的腿都被炸断了，还有

的伤员半张脸被炸得血肉模糊……”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唐俊花的眼里闪烁着

泪光。

当年，13岁的唐俊花总趁母亲下地

干活儿时，和小伙伴们一起到战地医院

附近玩耍。“医院里的伤员可多了，几间

屋里躺满了伤员，总能看见穿白大褂的

人进进出出。 医院的小院儿里挂满了包

扎伤口用的白布条。 ”唐俊花说，在战地

医院附近玩的次数多了，一些伤员总会

让他吃上几口病号饭。“说是病号饭，其

实就是山里的柿子晒干后磨成粉，然后

在锅里炒一炒。 柿子吃多了‘心沉’，柿

子面虽然能填饱肚子，但是吃多了胃里

不好受。 ”唐俊花说，当时的伤员能吃上

柿子面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汤阴被解放后，那些战死的解放军

战士被就地掩埋。“埋人的时候，我和俺

娘还有村里很多的人都去了。 下葬的时

候，很多人都哭了，不少人还帮解放军

挖坑，下葬后填土。 ”唐俊花回忆说，为

了便于家属以后寻找亲人的遗骨，医院

的领导还交代其他人给这些阵亡的战

士每人用木头立了一块墓碑。“战争年

代哪儿有钱立石碑啊， 都是用木头代

替。 可是没过几年，这些用木头做的碑

经过风吹雨淋，都烂到地里了。 ”唐俊花

说，虽然木碑上刻有烈士的名字，但他

不识字，不知上面具体写的什么，久而

久之，这些烈士就成了无名英雄。“刚埋

过这些烈士的头几年，每到过年，村里

还有人去墓地上坟， 后来逐渐没人去

了。 ”唐俊花说。

一诺坚守 35 年

也就是从 1977年的春天开始， 唐俊花

义务当了 35年守墓人， 他从一个一头黑发

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

2012 年的清明节，天空下着蒙蒙细雨，

天刚亮， 唐俊花就挎着篮子来到了烈士墓

地。 他的篮子里装满纸钱，还有各种各样的

供菜。“叔叔、大爷们，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来给你们上坟了，听区民政局的领导说，过

一段时间就要把你们迁到石林的烈士陵园

了。 60多年过去了，你们再也不用待在这里

风吹日晒了，你们总算有固定的家了，以后

我再想看你们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了。 ”唐

俊华拿着一把镰刀， 一边清理坟周围的杂

草，一边自言自语道。

清理完杂草， 唐俊花开始给这些坟头

添土。“这里有 33座坟，埋着 33位烈士。 这

30 多年的时间里， 我已经把他们当成自己

的亲人了，他们就像我的亲叔叔一样。 ”唐

俊花对记者说。

唐俊花的侄女婿唐卫清告诉记者，30

多年来， 每逢清明节、 农历十月初一和过

年，唐俊花就要到烈士墓地祭拜。 平时只要

有时间，他都要去那里走走。

“俺姑父今年已经 79岁了，家里人觉得

他年龄大了，都劝他少到墓地去，可是他不

听，谁劝他，他就跟谁急。 家里人索性都不

说他了。 ”唐卫清说，姑父唐俊花扫墓是在

做善事。

看到唐俊花给烈士守墓 35年， 村里的

一些老人跟他开起了玩笑，“老唐，小心有人

说你破坏烈士墓地，把你抓起来。”唐俊花听

到这些话， 总是一笑了之：“我是给烈士守

墓，我在做好事，我不怕被抓。 ”

唐俊花 35 年如一日地坚持给烈士守

墓，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从没间断过。 从他家

到墓地的路有两公里，这条路唐俊华走了无

数遍。 2008年的春节，下了两天两夜的大雪

阻断了唐俊花上坟的路。“咱过年，烈士们也

要过年，我不能不去。”在家人劝阻无效的情

况下，唐俊花在大年初一一大早就踏上了扫

墓之路。“我姑父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脚下

一滑摔了一跤，伤了右手，他还坚持去墓地，

用左手给 33个坟头清理积雪。 ”唐卫清说，

唐俊花从上坟回来后，整整一个月无法用右

手拿筷子吃饭。

“咱是庄稼地里长大的人，要重承诺。既

然当初答应那几位老太太，咱就不能失信于

人。 就算有一天我再见到那几位老太太了，

咋也说得起话了。 ”唐俊花说。

由于烈士们被埋在村南头的荒地里，为

了防止家畜破坏烈士墓，2008 年，唐俊花的

手伤痊愈后，他在烈士墓地周围种了一圈蓖

麻。“蓖麻的果实有刺，家畜就不会靠近了。

我的年龄越来越大，精力已经不足了，生怕

哪天一不小心有家畜破坏了烈士墓。 ”唐俊

花说，2009 年， 他又在周围种了几十棵杨

树。“就让这些杨树给烈士们做个伴儿吧。 ”

唐俊花说。

迁坟当日，

老人花了半年的积蓄

给烈士们买祭品

2012 年 10 月，在解放汤阴战役

65 年后， 山城区民政局决定将这些

烈士的遗骨迁往石林烈士陵园安

葬。“这些曾经为新中国建立付出了

生命的烈士们该有个‘家’了。 ”山城

区民政局的一位负责人说， 把烈士

的遗骨安葬到石林烈士陵园， 不仅

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看管， 还可以供

后人瞻仰。

唐俊花得知这 33 位烈士的遗

骨即将被迁走， 在感到安慰的同时

又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我陪伴叔

叔、大爷们已经快 40 年了，有感情

了。 ”唐俊花说，烈士遗骨被迁走的

前几天， 他每天都要到烈士墓前坐

上几个小时，陪烈士们说说话。“走

吧，以后，你们就有新家了。 ”

今年 10 月 19 日迁坟的当天，

天空下着小雨， 唐俊花挎着一篮子

祭品早早便来到了烈士的坟墓前。

“今天，你们就要走了，以后再想看

你们就不容易了，我给你们买了 200

块钱的祭品烧给你们， 你们安心地

走吧。 ”唐俊花一边焚烧祭品一边流

着眼泪。

随后， 山城区民政局的工作人

员进行了隆重的迁坟仪式， 挖出 33

具烈士遗骸。

在迁坟的过程中， 唐俊花哭得

都几近虚脱， 在别人的搀扶下才勉

强站立着。“俺姑父是个仔细人，平

时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儿花。 俺姑

父和俺姑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全

靠种地。 这次他一下买了 200 块钱

的祭品，看得出，俺姑父对这些烈士

的感情很深。 ”唐卫清说，200块钱对

其他人来说可能不算啥， 但对唐俊

花来说，这可是他半年的积蓄。

“大爷， 一下子花了 200 块钱，

你心疼吗？ ”面对记者的询问，唐俊

花摆了摆手：“不心疼！不心疼！烈士

为了新中国把命都丢了， 我花 200

块钱买点儿祭品算啥！ ”唐俊花说。

采访临近结束时， 唐俊花拉着

记者的手说：“烈士迁到了石林烈士

陵园，进去一次还得要手续。 俺这一

辈子没求过人， 这次就想求政府给

我搞一张特别通行证， 以后逢年过

节我还想去看看烈士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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