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17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李冬云 视觉编辑：喻萍10版 钩沉

9人物

平山县大型文史地理调查工程——平山村庄考工作自2017年10月启动，在2000多名志愿

者共同努力下，平山县717个行政村的村考初稿已全部入库，“村考历史，篆刻平山”也顺利完成。

在村考办工作人员的追访中，许多尘封的红色故事和英雄人物被“寻找”回来，成为党史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其中有一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他是目前发现的第一位驾机和敌机作战的平山籍

飞行员，是“王海大队”第一编队成员、一等功臣，击落敌机三架，后英勇牺牲。

他，就是刘德林。

“寻找”空军英雄刘德林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2017年10月，平山县村庄考工
作启动。

工作开展以来，平山村考办公
室几位责任编辑跋涉在平山的 23
个乡镇的山山岭岭间，寻找烈士，抢
救搜集村庄资料。

面对着一条条亟待考证的信
息，他们的家人说，“这不是一天两
天就能搞清楚的事”，劝他们“认清
形势”。

犟脾气的村考人认“死理”：“困
难肯定有！但我们有责任去‘寻找’，
这既是对烈士英灵的告慰，也是对
家国记忆的延续。”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
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团结。

上千名离退休干部、教师、知识
分子、乡土人才汇聚成军，包括全国
各地平山籍的老领导、专家学者、大
中专学生，纷纷认领任务、明确分
工，并建立了各乡镇、村微信群和专
业群。

“我一听说要招募‘志愿者’，立
马就报名了。”年近古稀的侯建华家
住北京，是平山革命史研究专家。早
年间，他就从父亲的口中听过平山
的革命故事。“战争时期，平山籍的
烈士不计其数。有了村考团队，革命
先烈的精神就能不断传承。”

今年4月，村考办自发形成了
以侯建华为首的“寻找刘德林”团
队，开始了紧张的查找工作。

“盘清家底”最大的困难，不在
写作之苦，而在考证之难。

他们奔赴各地，到国家和省市
档案馆、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历史烟
云中廓清历史真相。对有异议的事
件人物、名称数据，利用个人资源，
拜访名家学者，力求数据材料真实
准确，不留一点遗憾。

一路上，寻找到的每一条线索、
核对过的每一组数字、烈士后代回
忆的每个细节，都让他们感受到，越
是走进历史深处，越是发觉历史的
沉重。

负责北冶乡村考工作的责编冯
浩说，电影《无问西东》中，富家子弟
沈光耀在国家危难时刻毅然投笔从
戎，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每次飞行
训练结束，沈光耀总会飞到难民儿
童聚集地上空投掷食物。飞机不停
地盘旋，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欢呼雀
跃地向食物跑去。“当年的刘德林也
是这样吧，怀揣着这样的悲悯和对
家国的热爱毅然踏上飞行之路。”

“寻找刘德林”团队来到刘德林
的墓前，深深鞠躬，伫立良久。

他们深知，革命征程中，还散落
着难以计数的英烈，或因负伤、或因
疾病牺牲。多少年来，无数忠魂埋骨
他乡、默默无闻。

那么多烈士能否被重新记起？
“肯定能！”村考人笃定地说，大

家都会继续努力寻找。
村考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志愿

者的名单也在不断更新。平山村考
办公室主任霍文国说，通过“村庄
考”，烈士们的功绩不会消失，爱国
主义精神也将继续弘扬。

死亡不是真正的离别，忘却才
是。挖掘英烈故事，村考人还在路上。

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在今年 4 月份之前，关于烈士
刘德林，村里的记载很少。

一直以来，对于平山村考办公
室责任编辑冯浩来说，关键词可能
是“不知道”。

“刘德林长什么样？”
“不知道。”
“刘德林有什么事迹？”
“不知道。”
整理人物词条时，冯浩翻开

《平山县革命英烈志》，刘德林的一
生被浓缩在一张名录表里的其中
一行：飞行员，1925年出生，1945年
参加革命，1952年在朝鲜牺牲。

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仅在
册烈士就达五千余人，这个五千分
之一显得格外平平无奇。

但 关 注 刘 德 林 ，并 非 一 时
兴起。

早在四年前，平山县村庄考工
作启动，并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

其中，有两个北冶村志愿者分别
来稿。

2018年，退休的乡镇干部姚士
国在最初的北冶村稿中提到，1937
年-1945 年，抗战时期，全村共有
38 名青年参加了平山团、平山营、
平井获游击队。有16名在战争中献
出了宝贵生命，其中就有刘德林。

2019年，北冶村老村党支部书
记王才特意提到了刘德林。他驾驶
飞机在朝鲜战场击落美国飞机两
架，最后与敌机相撞，壮烈牺牲，荣
立二等功。

“根据村考人物词条编写要求，
凡革命战争时期荣立三等功的人员
均可入考，符合入考人物条件的在
词条中记。”冯浩把搜集到的资料进
行了汇总，并建立村考人物词条“刘
德林”，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烈士

“活”在更多人的记忆里。
今年 4月 16日，冯浩将整理后

的村考稿发到了审稿群，看到文中
刘德林烈士的人物词条时，志愿者
李杰感到某种谬误。“击落了两架
轰炸机，只是二等功吗？”直觉告诉
他，刘德林的战功不仅如此。

他凭着多年研究军史的经验，
立刻开始搜寻刘德林的信息，把相
对完整的简历发至群里：1951年11
月9日击落敌FMK-8飞机一架，同
年 12 月 15 日击伤敌 F-84 飞机一
架。荣立一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同时，第二个人印证了这个
说法。

志愿者康小莉是石家庄学院
的教师，她马上利用学校图书馆相
关平台，搜索“刘德林”关键字，发
现《威震长空》《我的战斗生涯》两
本书中也记载了有关刘德林的英
雄事迹。

这个发现，让平山村庄考总策
划张志平，敏锐地感觉到刘德林烈

士的重要性，几分钟后就在群里发
了长评：

“刘德林不同于一般的战斗英
雄。第一，目前为止，刘德林是我们
发现的第一位驾机和美国飞机作战
的平山籍飞行员；第二，他是由陆军
转至空军的飞行员。战前仅经过几
十个小时飞行训练，就驾机上天和
参加过‘二战’、飞行上千个小时的
美国飞行员‘拼刺刀’，英勇无畏；第
三，战功卓著，荣立一等功、三等功
各一次。这些奖的分量都很重。”

张志平建议：继续搜集刘德林
烈士光荣事迹。

根据烈士词条中的一些线索，
侯建华、李杰、康小莉、邓其平、史
泽清等志愿者，自发组成了以侯建
华先生为首的“寻找刘德林”团队，
联系自己的老战友、老同学、抗美
援朝烈士后代，在空军政治部、石
家庄飞行学院查寻烈士资料。

冯浩则从刘德林的侄子——
74岁的刘川廷开始寻访。

“在刘川廷家里，他拿出一个
保存完好的本子，我抽出来一看，
每页都夹着一份原始资料，有奖
状、照片、纪念证书、遗物登记清单
等等，有的字迹已经变得模糊，纸
张全部发黄变脆，稍不小心就会碰
碎。”冯浩当时的感觉就是兴奋，

“我一页页翻，迫不及待地拿手机
拍了下来。”

陪她同去的村支书咦了一声，
“没有军功章啊？”

军功章去了哪里？什么时候不
见的？刘川廷也没能回答。只是说，
年代久远，也许是搬家过程中，丢
失了。

“军功章丢了，余下的原始材料
就更显得珍贵。”冯浩将这些历经沧
桑的资料捧在手中一一抚过，小心
翼翼翻看，仿佛穿越了七十年。

【记者手记】

可敬的追寻

【阅读提示】

要找到刘德林，工作量可谓
浩大。

刘德林牺牲后，留下的死亡证
明书上记录了他牺牲于“抗美援
朝”战争期间。“抗美援朝”这四个
字牢牢印在刘德堂脑海中，他四处
寻找有关抗美援朝的电影和纪录
片，希望能找到有关二弟的线索。

但当时的飞行事故太多了，搜
索犹如大海捞针。

同村的刘德雍是当年跟刘德
林一同去东北的，刘德堂也找过
他。“对方蛮客气，但觉得为难，说
这去哪里找啊，都这么多年过去
了，问谁都不知道。”刘川廷说。

从那以后的十几年，刘家人一
无所获。

冯浩告诉记者，那个年代的战
争残酷而艰苦，大部分在战场上牺
牲的战士都是就地掩埋。

刘德堂一度有些绝望。小辈们
已经对此事逐渐淡忘了，他担心，

“要是再找不到，可能二弟就真的
被遗忘了。”

直到曾任平山县古月工委书
记的封玉润到丹东出差时，无意中
在那里发现了刘德林的墓碑，才让
刘家人看到了希望。

但究竟能不能找到，刘家人也
不能肯定。在那个信息不畅、交通
不便的年代，茫然和恐惧困住了这
些从没出过远门的农民。

之后，在丹东从军的本村人王
彦新及本家族人刘黑旦也相继发
现了刘德林的墓碑，从他们嘴里，
刘家得知了一个地址：辽宁省丹东
市振安区三道沟瓦房村附近。

迁回遗骨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1988年，刘德堂把迁回二弟遗

骨的事情交给了自己的大儿子刘
川廷和三弟的大儿子刘树廷，他们
拿着全家人凑起来的 300 块钱，走
了两天一夜，到了丹东。

可兄弟俩在瓦房村整整寻了
一天也没有找到，本打算找个小饭
馆儿歇歇脚，顺便填填肚子，刚刚
走出百十米，就看到几个农民正打
稻子，便上前询问。

顺着当地老乡的指引，翻过一
座小土山，就看见远处立着几座
墓碑。

顾不上找路，他们踩着活土就
往上爬。擦净厚厚的尘土，墓碑的
碑文上都清晰地刻着“烈士”的字
样，并记录了每个战士牺牲时所在
部队的番号信息。

兄弟俩心头一热。他们四处
寻找，逐个观看，当看到“刘德林”
三个字时，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
来……

“ 二 叔 ，我 们 终 于 找 到 你
了 ……”兄弟俩瘫坐在坟头，用手
抚摸着石碑，喃喃着。

过了两天，在当地民政局的帮
助下，两人打开了红棺木，小心翼翼
地用塑料布包裹住“二叔”残缺不全
的遗骸及遗物，放入了行李袋。

他们将从丹东出发，经转沈
阳、北京，再坐汽车，回到北冶。

上车前，刘树廷把装有遗骸的
袋子挎在身前，寓意“长者先行”，
一路上兄弟俩轮流抱着袋子，“不
能把长辈当成一件行李”。

从丹东到北冶，36 年，刘德林
终于回来了。

“弟弟、舅舅、爷爷……欢迎回
家。”一到村门口，兄弟俩就被不同
称谓掺杂着泪水和呜咽的声音
包围。

下葬那天，迎接亲人落土的唢
呐吹得响亮亮。因为激动，刘德堂
的手有点颤抖，“你可算回来了，妈
还在世时，想你想‘疯’了。”老人把
头靠近木棺，端详着遗照上的二

弟，热泪盈眶。
刘德堂在母亲墓的脚下将刘

德林下了葬，“二弟跟妈终于团圆
了。”

多年后的今天，寻找刘德林的
村考队伍特地跟着刘川廷，去了当

年烈士的居住地。老房子都不在
了，刘川廷指着一片荒地说，小时
候，房前开满了鲜花。

“去到他们生命的来处，才能
真正理解他们，算是一种圆满。”冯
浩说。

刘川廷也终于从寻找刘德林
团队那里，得知了二叔刘德林更多
的信息。这些关系到刘德林的故
事 ，已 经 让 刘 家 全 家 等 待 了 近
70年。

1950年，刘德林从空军第六航
校第 1 期甲班毕业以后，于第二年
编入志愿军空军战斗序列，开始执
行作战任务，成为“王海大队”第一
编队队员。1952 年，刘德林大哥刘
德堂正在田间干活，从村干部手中
接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政
治部寄出的《讣告》信，信中说，刘
德林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有关刘
德林的其他信息，家人一无所知。

他拿着冯浩带来的烈士复印
资料及从书上影印下来的文字资
料，戴上老花镜，坐到了书桌前，双
手轻颤地翻开，周遭的一切都静止
了。眼前的文字仿佛一条条时光隧
道，让刘川廷穿越回飞行现场。

1951年11月9日，志愿军空军
地面指挥所通报，发现平壤以南有
8 架美空军 F-84 战斗轰炸机在盘
旋活动。9 团奉命起飞 18 架米格-
15 战斗机迎敌。当我机群飞至战
区，发现美机已经返航，错过了交
战机会。正当我机群要返航时，接
到地面指挥所通报：前方40公里处
有敌一架FMK-8型飞机在活动。

这是一架机身硕大的英军双
发动机飞机，正在巡逻飞行。敌机

发现我机后加大速度向南逃去。眼
看敌机就要逃过“三八线”了，刘德
林急得两眼冒火：“我打不掉你，今
天就不回去了！”他左绕右绕连续
开炮，最后绕到敌机尾部开炮。

刘德林返航着陆后，大队长王
海和战友们忙跑过去异口同声地
问:“打掉了没有？”刘德林拳头一
挥，说:“嘿，真过瘾！我眼瞅着它拖
着火焰掉了下去。”听他这么一说，
大家这才解了气。这是 9 团的首战
首捷。

1952年5月15日上午，刘德林
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

“我仿佛听见二叔凯旋时的激
动话语，看见了他驾机时威武英勇
的身姿。”初步了解当时的情况，刘
川廷的心情不仅没有轻松，反而
更加沉重了。“按二叔的本事，如
果没有牺牲，一定是个了不起的
人物。”

父亲刘德堂告诉刘川廷，二叔
从小聪明机智，志向远大。他从村
小学毕业后，先是积极参加抗日活
动，后于 1943年 1月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自那以后，他就很少回家，只
有两封家书寄到刘家。

“儿不知大人玉体健康”“家中
的丰收今年怎样是否够用”“小全
廷（即刘川廷）会走路了吧，狗猫弟

（即 弟 刘 德 寿 乳 名）现 在 干 吗

呢”……
“听我父亲讲，那时候二叔的

信一来，不识字的奶奶就关上大
门，一边听父亲念信，一边抹泪。”
刘川廷说，“那些字迹被奶奶反复
抚摸，仿佛它们是一扇情感的传送
门，透过它便能摸到儿子德林的喜
怒哀乐。”

当年的阵亡通知书中，刘德林
的死因寥寥数语，他当空军的经历

以及遗骸的掩埋地均未提及。
这也成为家人心里放不下的

惦记。
每年清明和农历十月初一，刘

川廷都会陪着缠足的奶奶往返几
里地，到尖子岭刘家墓地祭奠亲
人。“奶奶总会到墓地的东北角画
一个圈，用颤抖的双手捧起泥土，
堆出一个小土包，然后坐在小土包
前点起纸钱，撕心裂肺地不停地哭

喊着‘狗英（刘德林乳名）’……”刘
川廷说，奶奶望着东北方，希望用
这种方式缩短与二叔的距离。

1977年的一天，奶奶把刘德堂
叫到床前。她说：“我来日不多了，
但我还是牵挂你二弟，我很想知
道，他在那个世界活得好不好。”

从此，找到刘德林便成了刘家
所有人的愿望。彼时，距离刘德林
牺牲已经过去了25年。

缘
起

追
思

圆
梦 ▼▼““寻找刘德林寻找刘德林””团队在刘德林团队在刘德林

烈士墓地烈士墓地，，将鲜花献于烈士墓前将鲜花献于烈士墓前，，一一
同向墓碑三鞠躬同向墓碑三鞠躬。。
本版图片均由平山村考办公室提供本版图片均由平山村考办公室提供

““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全体空勤人员合影全体空勤人员合影，，前排左三为刘德林前排左三为刘德林。。

烈士刘德林烈士刘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