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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是助力中国航天不断突破发

展的一支特别的力量，作出了特殊贡献，我

们前来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祭扫，就是要铭记

这些来自天南地北英烈的功绩，弘扬迎难而

上、接续奋斗，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两

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等，

推动社会化拥军优属事业砥砺前行。”上海

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队总队长张长东说。

栽满沙漠特有胡杨

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占地3万平方米，始

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1988年中心组建30

周年时，对陵园重新进行了规划整修，园内

建立起了象征国防科技战士扎根戈壁、志在

航天的纪念碑，聂荣臻元帅题写了“东风革

命烈士纪念碑”碑名。当天上海市拥军优属

志愿服务总队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表达缅

怀、崇敬之情。

步入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只见园门雄伟

壮观，花岗岩大门的顶端，悬挂着黑底金字

的牌匾，上面是曾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

书写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园名。

松青柏翠，鲜花盛开，庄严肃穆。陵园

里安葬着为共和国航天事业作出过贡献的

聂荣臻元帅和13名将军，以及其他航天精英

等，他们承载着中国航天人无私奉献、矢志

进取的精神。

上海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队瞻仰了

聂荣臻元帅之墓，墓地附近的弱水河两岸，

矗立着一片片沙漠特有的胡杨林。这种植

物，树叶阔大清香，耐旱耐涝，生命顽强，是

自然界稀有的树种之一。1992年5月，我国

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聂荣臻元帅在

北京逝世，按照聂帅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

骨灰安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烈士

陵园内，和安葬在这里的其他为祖国航天事

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航天人长眠在一起。曾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上海恒信和众

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吟，至今

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来到中心不到半年的

他，被选定作为优秀科技人员代表，为聂帅

守灵。入葬那天，当江吟和其他7位战士，扛

着装有聂帅骨灰盒的灵柩，缓步走向墓地的

时候，他仿佛也从革命前辈手上接过了“接

力棒”，心中下定决心，要一辈子心系祖国的

航天事业，做弘扬航天精神的传人。

飞船上天勿忘相告

在祭扫烈士陵园时，上海籍航天人潘仁

瑾的墓地，让上海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队

的队员们驻足敬仰，他们向墓地献花，鞠躬

怀念。在发射中心工作生活了30年的航天

科技工作者徐晓延，向大家讲述了潘仁瑾为

航天事业奋斗终身的动人故事。

出生于上海的潘仁瑾，与丈夫刘明山是

西北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同班同学。1966年，

刘明山毕业分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漠，

潘仁瑾则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3年后，

他们喜结良缘。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潘仁

瑾想方设法，调到了工作生活条件都非常艰

苦的戈壁大漠，与刘明山共同战斗。

潘仁瑾主要从事计量工

作，取得不少科技成果，其中部

委级科技成果6项，1993年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上世纪90年代初，载人航

天工程上马，潘仁瑾主抓发射

场电磁兼容。她和年轻的助手

们带着仪器，下点号、走边防，

摸底测量，辗转数千公里，获得

近万组数据。白天赶路、测量，

晚上分析数据。她爬遍了发射

场所有的机房楼顶，在100多米

高的发射架上一天爬几个来

回。为中国第一艘飞船发射升

空，她忘我工作，常常从深夜到

黎明。她由胃不定期疼痛转而到吃不下东

西时，依然在马不停蹄地做着发射场的计量

工作。

潘仁瑾三次入院，却都无心养病。白天

她跑到工地工作，晚上又回病房输液。直到

病情恶化，被送往北京301医院治疗。经检

查，已是胃癌晚期。

潘仁瑾的病情越来越重，一次昏迷后醒

来，她对守候在旁的丈夫说：“从上海滩到戈

壁滩，我这一生的路走得够远了，但我不后

悔。假如有来生，我还会选择嫁给你，还会

选择航天事业……”

她最终未能等到飞船上天的那一刻，就

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时年56岁的潘仁瑾去

世那天，和已任中心主任的丈夫做了一个

约定：飞船上天，勿忘相告。”徐晓延说，现

在，载人飞船已经发射了“神舟”16号，即将

发射“神舟”17号，可以告慰潘仁瑾等航天英

烈了。

参加祭扫的上海市烈士纪念设施守护

崇敬志愿服务队徐汇区队队长、刚刚获评

“2023感动上海年度人物”的兰云科表示，

“潘仁瑾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守望着飞船

和卫星一次次飞向太空。她的精神激励着

一代代航天人矢志不渝、勇往直前，也是

我们退役军人的榜样。我们要在本职岗位

上发扬航天精神，像潘仁瑾那样热爱事业，

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人民贡献更多的智慧和

力量！”

再也收不到的家书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流传着一个“一

封无法收到的家书”的故事，听过的人无不

伤心、酸楚。

1984年9月的一天，江苏赣榆的教师魏

淑珍，给远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丈夫

王西善寄出了一封家书，信中倾诉了对丈夫

的思念，以及孩子们的健康情况等，并表示：

“我理解你，支持你，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把

两个孩子带好，你安心工作吧，不要为我担

心。”谁能想到，这是魏淑珍写给丈夫的最后

一封书信，王西善也没有能够收到。

魏淑珍和王西善结婚10年，在一起的时

间加起来不到一年。但长年的两地分居，不

仅没能冲淡他们之间的感情，还让这对夫妻

更加爱恋对方。在聚少离多的情况下，家中

的重担全都落在魏淑珍一人身上，她既要从

事教师工作，又要带着两个孩子，家中老人

生病，她也坚持自己照顾。但她无怨无悔，

甘当王西善坚强的后盾，不让他分心。王西

善先后8次受到奖励，这些都有妻子的功劳。

1984年10月5日，魏淑珍的来信邮递到

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可王西善已经看不到

了。就在两天前的10月3日，年仅33岁的中

共党员王西善，因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

牲。1985年6月8日，他被民政部评为革命

烈士。

魏淑珍在信中说：“你要我的照片，太忙

没有照，下次寄，请原谅！”王西善的同事捧

着这份无法收到的信，心中悲痛万分。

这对夫妻在这封信中表露的互相理解

支持的真情和品德，更深深打动了许多人的

心。魏淑珍在信里写道：你上封信上说：“淑

珍，我们虽然十年没有在一起过中秋节，可

你看中秋月光是明亮的，月光照着千家万户

团聚，月光同样照着你，也照着我，让月光传

送我们的感情吧！我们也和千家万户一样

幸福的。珍，我守卫在可爱的大西北，你战

斗在黄海之滨，我感到比我们在一起还有意

义呢！”善，你这段话说到了我心里去了，不

管在天涯海角，我们的心十多年没有一刻分

离过，我的心时刻伴着你，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

特殊的无名烈士墓

陵园里，大家看到一排特殊的墓碑，上

面只有“烈士之墓”4个字。这9座无名烈士

墓，代表着9位铁道兵，他们牺牲的时候，没

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20世纪50年代，面对西方的封锁制裁

和战略威胁，党中央毅然作出了发展我国尖

端国防科技事业的伟大决策。1958年3月，

在甘蒙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弱水河畔

开始建设我国第一个导弹武器试验靶场，10

万工程兵部队和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志愿

军第20兵团的将士们，征尘未洗，挺进大漠，

拉开了建设序幕。

1958年，这9位铁道兵，在建设发射中

心铁路时，牺牲在距离遥远的下河清乡。由

于种种原因，直到2013年，当地村民才找到

发射中心，说明当时几位烈士牺牲的情况，

但他们的名字已经无从查找。他们和开进

茫茫戈壁的10万大军一起，凭着“死在戈壁

滩，埋在青山头”这句东风航天人最响亮、最

悲壮、最豪迈的誓言，在大漠戈壁建起了一

座现代化的航天城。

整个陵园，原来一共有15位没有留下姓

名的无名英雄，经过多年的寻找，目前已有6

位有了姓名和身份信息等。

“七勇士”冒死“守前线”

参观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

的观众，都会被展厅中一处“再现”的地下控

制室场景所吸引：“七勇士”甘冒生命危险坚

守“前线”。

徐晓延告诉大家，1966年10月27日，我

国要在本土上进行一次“两弹结合”试验，在

世界上还绝无仅有，在中国更是第一次，所

以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为配合此次发射

任务，兰新铁路停运，数百万居民紧急疏散，

但发射阵地需要留人。中心第二任主任李

福泽守在距离发射坪不足百米的地下控制

室死活不走，直到聂帅亲自下令，他才极不

情愿地撤离。

“只有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阵地指

挥王世成，二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

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

操纵员佟连捷、徐虹等‘七勇士’，经批准后

留在这个最前沿的阵地，逆行出征。”徐晓延

介绍，由于保密原因，“七勇士”只能用各种

委婉的借口，向家人们做最后的交代。他们

以“死也死在阵地上，埋也埋在导弹旁”的决

心，进入地下室，聂帅专程前来为他们鼓劲

打气，当聂帅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时，“七勇

士”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紧张与激动，泪如

雨下。年仅20岁出头的徐虹哽咽着说：“我

不是党员，感谢党对我的信任，如果我牺牲

了，我的全部津贴就作为党费交了……”聂

帅听后，紧紧握住他的手，点点头，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

随着阵地指挥员下达15分钟准备的口

令，所有人员都撤离了发射场，只留下“七勇

士”，点火起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但直到

2006年“两弹结合”解密，他们的名字和经历

才公开。当年他们立功受奖的证书上，主要

事迹全是空白，真正做到了“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徐晓延透露，如今，“七勇士”中已有4位

与世长辞，他们的英灵也安息在东风革命烈

士陵园。

“英名墙”颂英雄传精神

青山巍峨埋忠骨，弱水低吟颂英雄。为

更好地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今年

7月1日，“东风英名墙”在东风革命烈士陵

园正式落成，第一批2483名已故东风人的姓

名，以金色楷体字样镌刻在英名墙上，还设

置了记录个人生平、工作简历的二维码。

“该工程初衷，是将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贡

献的已故东风人姓名镌刻在英名墙上，让后

辈永远铭记先辈的牺牲奉献和丰功伟绩。”

讲解员讲解道。

东风英名墙工程经国家立项批准，基座

采用汉白玉面层，刻字面采用光面黑金沙花

岗岩石材铺成，宽81米，高2.699米，可镌刻

7万名个人信息。墙体两端由中国航天发射

史上的“十个第一”功勋章和相应发射场景

的浮雕组成，再现了先辈当年的创业场景

和卓著功勋。刻字面向上倾斜，朝向天空，

让先辈们能再次看到火箭升空的壮美画

面，更是展现东风人仰望星空、心怀宇宙的

宏大理想。

“航天英烈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

国防建设的无比忠诚，扎根边疆，刻苦攻关，

发愤图强，无私奉献，这里的每块墓碑，都记

录着他们不应被遗忘的功绩，必将名垂青

史，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徐汇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二级调研员凤良田说，我们一定要不

忘初心，秉承先辈走进大漠的精神气势，以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苦干实干的意志毅

力，进一步做好崇敬英烈和拥军优属工作。

江跃中

“向为纪念英烈而辛勤付出的你

们致敬！”

“作为烈士亲属，对你们从事这项

特殊而崇高的事业深表敬意！”

烈士顾伯琦的弟弟顾伯平等烈士

亲属，在松江区烈士陵园的帮助下，找

到烈士安葬地后，向陵园工作人员表

达了由衷的谢意。

从2019年起，松江烈士陵园就致

力于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4年来，共

为68位烈士寻找亲人，已成功找到38

位烈士的亲属，并找到6处忠骨安葬地，

遍布福建、山东、辽宁、江苏等全国各

地。“寻亲”，让英雄的故事永不落幕！

英雄终于和亲人“相聚”

据松江区烈士陵园主任卫琳介

绍，陵园共安息着173位英烈，记载烈

士生平信息不足百字的烈士有近80

位，约占英名录的一半，仅有20余位

烈士有较翔实的生平事迹史料，留下

生前影像的只有51人。

2019年6月20日，松江籍烈士顾

伯琦的弟弟顾伯平找到陵园，希望帮

忙寻找哥哥的安葬地。根据陵园记

载的不足30字的烈士史料及顾伯平

提供的琐碎信息显示：顾伯琦“牺牲

在辽宁抚顺、海军第一批兵、因救学

员而牺牲”。

顾伯琦1930年出生于松江长桥

街的一户普通家庭，七个兄弟姐妹中，

他排行老大。1949年7月，他加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首批海军战士。

1953年8月17日，时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联合学校第一分校教员的

顾伯琦，带领海军教导大队的学员们，

在大连旅顺军港外海面实施武装泅渡

训练，突遭台风袭击，顾伯琦立即奋不

顾身掩护学员们返港，学员们全部得

救，他却因体力不支，被巨浪卷走。当

他被赶到的舰船救起时，已奄奄一息，

虽经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医务人员全

力救治，但仍医治无效，最终献出年仅

23岁的生命。

顾伯平是家中最幼的小弟，大哥

离家时还未满周岁。当他刚步入成

年，父母又双双离世。由于历史原因

和当时的条件，家人虽不时寻找，却

从未找寻到大哥的墓地。随着国家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成立、志愿军遗骸一批

批地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曾一直埋藏在内

心的寻找亲人的念头，再一次强烈地涌上顾

伯平的心头。

退休后的顾伯平，把找寻大哥的下落作为

头等大事，他和家人通过多方渠道，终于在网

上公示的烈士英名录上查到了大哥的名字，经

询问，在松江烈士陵园内立有顾伯琦烈士的墓

碑。确认这一消息后，顾伯平和妻子即刻赶往

松江烈士陵园，虽然看到的是为了纪念英烈而

设立的空穴，但对家人而言，也是一种宽慰。

可找寻大哥的安息地，始终是家人心中一个未

圆的寻亲梦。

烈士陵园第一时间通过《中国双拥》杂志

社搭建的微信平台，联系到辽宁省褒扬纪念

处，得到相关部门的快速回应，褒扬纪念处根

据烈士牺牲的大致情况，责成大连、旅顺等有

关部门进行排查，短短4个小时，就传来了好消

息：从上世纪50年代起，顾伯琦的墓地几经周

折，已迁至大连烈士陵园。

这对家人而言，无疑是意外的惊喜，原本

只是抱着一线希望，没想，找寻66年未果的亲

人，竟以闪电般的速度有了确切下落。

同年7月4日，带着父亲的遗愿，顾伯平携

家人从上海奔赴大连烈士陵园烈士安息地，

“看望”哥哥，这一刻，英雄终于和亲人“相

聚”，这份埋藏在家人心中66年的思念，终于

得以安放。

这次成功的寻亲，也由此揭开了顾伯琦

烈士一家的传奇故事，原来，顾家8个子女，

其中4个都是兵，有烈士、有病故军人、有伤残

军人……自此，松江烈士陵园正式开启了“为

烈士寻亲”之路，告慰英灵，褒扬先烈。

珍藏了近70年的书信

2019年，陵园共找到4位烈士亲属，征集烈

士遗物、文物数十件。

2020年清明前夕，松江烈士陵园携手“今

日头条”“上海松江”、《松江报》等，共同为烈士

寻亲。3月29日，在“上海松江”发布为烈士寻

亲消息后不到2个小时，在热心网友

的转发、关注下，高照林烈士弟弟高

火金便找到了。高老带着哥哥的相

片，详细回忆了哥哥的生平。根据高

老提供的相关线索，借助《中国双拥》

工作人员的微信群，松江烈士陵园工

作人员在浙江省宁波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的协助下，查询确定了高照林烈

士安葬地在宁波慈湖烈士陵园。

在高照林牺牲42年后的清明节，

烈士的亲人终于得以前往他的墓地

凭吊，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沈辛之烈士，是寻亲中牺牲年代

最久远的一位。资料记载：“苏浙军

区直属队党总支书记，1945年部队

北撤时牺牲。”通过“今日佘山”发布

2天后，就收到了相关信息，烈士哥

哥的长子、现年84岁高龄的沈瑾新老

人，从奉贤赶到松江，同时带来了一

封珍藏近70年的书信，这封信是沈辛

之生前战友从朝鲜战场寄给烈士哥

哥沈光辉的，纸张已经很残破，但依

稀能看清信中所写：“你的胞弟沈辛

之同志在1945年南下苏浙军区……

在返北途中渡江时因轮船航至江心

遇险……沈辛之同志也在大船中遇

难牺牲……”当天，园方根据相关信

息，最终联系到了江苏省泰兴市党史

方志办公室，确认了沈辛之系中安轮

遇难烈士之一，现忠骨安葬在江苏泰

兴公园。

2020年清明期间发布的14条寻

亲启事，共成功找寻到9位烈士亲人，

用时最短的2小时，最长的为7天。

同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

日，松江区烈士陵园发起了第二批

“为烈士寻亲”活动，专为抗美援朝烈

士寻亲，共发布54条寻亲线索，成功

找寻到25位烈士亲人。

画笔下还原烈士形象

随着寻亲的深入，不少家属流露

出一丝遗憾，没能留下一张烈士相

片。从2020年底，松江烈士陵园启动

了“画笔下的红色传承”项目，与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合作，由

大学生志愿者发挥专业特长，根据家

属提供的长相相近的近亲属照片，通

过实地走访、聆听口述、老照片临摹、电脑模拟

合成等多种方式，还原烈士形象，并由烈士的

家属、战友对画像进行确认，提出意见，不断完

善，直到家属认可最终确定为烈士遗像。

园方根据前期排摸，将11位烈士画像中的

难易程度进行排序，列在首位的是抗美援朝烈

士蔡财根。去年初，项目组成员先后来到松江

烈士陵园以及蔡财根生前发小现年89岁高龄

的郑梦生老人和烈士儿子蔡德奎家中，聆听蔡

财根烈士的参军故事、英勇事迹以及蔡德奎的

不平凡人生路。

经过3个多月的揣摩，项目组成员前后修

改了十余稿，最终得以确认画像。当亲手将父

亲的画像安在墓碑上时，做过几十年警察的铮

铮铁汉蔡德奎眼里，泛起了泪花，对他而言，透

过黑白的素描，“父亲”这个模糊的形象变得清

晰起来，父亲的英雄形象终于重现。

每一个寻亲故事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

事、每一件烈士遗物，都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为了还原那些曾经被人遗忘的寻亲烈士的英

雄事迹，用真实的、看得见的烈士遗物和有血

有肉的鲜活故事来教育后人，从2019年寻亲开

始，陵园就吹响了革命烈士遗物集结的“冲锋

号”，举行了多场“烈士遗物和革命文物捐赠仪

式”，共征集到10多位寻亲烈士的遗物100多

件，革命文物120余件。有93岁的烈士嫂子珍

藏了70多年的书信，有烈士牺牲前用一个锈迹

斑斑的小铁盒装着的纪念章，有朝鲜战场缴获

的美军毛毯等，每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曲折的

经历和不朽的传奇。

陵园还通过将寻亲征集的珍贵史料、亲历

者的讲述以及家人回忆，制作成纪录片，从不

同侧面呈现烈士生平，立体展示寻亲英烈的英

雄形象，共完成9集《忆往昔 敬英雄》烈士人物

微纪录片，抢救性地记录下珍贵的史实。同时

携手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共同走访健在老兵、

烈士战友等，进行“镜头下的红色传承”——寻

找茸城“红”口述史记录拍摄，通过“快剪”、短

视频等可视化技术进行云端传播，引导更多人

从革命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继承革命

传统，弘扬革命精神。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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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梦正圆 大漠祭英烈
上海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队祭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 今年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新落成的“东风英名墙” 江跃中 摄

■ 烈士王西善（右）和他的妻子魏淑珍

■ 上海籍航天英烈潘仁瑾

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弱水河畔，
高耸的发射塔直刺云霄，这里就是
中国航天的发源地——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曾经成功发射了我国制造
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第一颗人造地
球卫星“东方红” 号，第一颗返回
式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以及
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 号。

昨天凌晨 时  分，长征四号
丙遥五十四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遥感三十
三号  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自    年组建以
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代代航天
人扎根戈壁，用自己的青春年华，责
任担当，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浇筑
起一座座航天丰碑，不少人还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在距离载人航天发
射场东北方向 公里处的东风革命
烈士陵园里，就长眠着包括潘仁瑾、
庄康臣、帅忠发和黄顺均等 名上
海籍功臣在内的   多位航天英
烈，平均年龄只有  岁，来自全国
各地。在第十个烈士纪念日即将到
来之际，昨天，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
会所属上海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
队，赶赴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先
烈，致敬忠魂。

■ 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