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400 多 公 里， 从

长沙到郴州市宜章县

栗源镇四合村。顶着

烈日，一路 奔波，交

通工具都换了好几茬

……8 月 19 日， 今 日

女报 / 凤网记者经多

方打听，终于联系上

南疆铁道兵烈士陈洪

兴的家人。

初次 见面，78 岁

的姐姐陈贵香和 60 岁

的妹妹陈考香热情地迎了上来，“真的很感谢

你们，我们一直想知道哥哥到底葬在哪里”。

在陈氏家族的族谱中，是这样记载陈洪

兴的 ：“生于公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寅

时，殁于公元一九七五年，参军死后葬于新疆。”

但只有最亲近的家人知道，这区区数十字的

描写，概括的却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

“母亲有五个孩子，他排行第三，有两个

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回忆起弟弟陈

洪兴的往事，姐姐陈贵香泪如雨下。当年，由

于家里需要负担五个子女，日子过得格外艰

难——每天靠红薯填饱肚子，有时候红薯都

不够，便只能去野外采摘一些还未成熟的芭

蕉抵饿；孩子们的衣服全是麻布做的，上面“补

丁叠补丁”，但衣裳再破，也还得姐弟五人轮

流穿，一直到完全穿不了为止。

时 光 荏 苒， 一 眨 眼 陈 洪 兴 便 23 岁了。

1971 年，陈洪兴突然决定去当兵。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也更懂事。”妹妹

陈考香告诉记者，“别人都不知道他为何要去

当兵，但我知道”。原来，大哥曾偷偷告诉陈

考香 ：“部队管饭，去当兵就不会再给家里添

负担。吃了国家粮，就要报效祖国！”

抱着这样的信念，陈洪兴参军了。“出发

的那天，全家人都到车站送他，甚至还来了

不少村里的邻居，因为大家认为当兵是给全家

和村子添光彩的事！”陈考香说，至今她都记

得父亲对哥哥的叮嘱 ：“既然去了部队，就要

好好干，你不仅是家里的一分子，也是国家的

一分子”。

陈考香还记得 1974 年，哥哥回家探亲的

场景。“他每月只有 6 元工资，却带回来一斤

价值 20 元的毛线，让妈妈织一件毛衣给二哥。”

陈考香说，因为吃二哥的醋，自己一整天没有

理哥哥，直到他临走前答应“下次回来，我也

给你买”才作罢。 

可是，没有“下次”了。探亲结束返川，

陈洪兴跟随部队加入南疆铁路建设，负责铁

路隧道的爆破工作。

“哥哥本来要退伍的，但是部队安排他留

下带新兵。”1975 年 3 月的一天，陈洪兴照常

在隧道中安置炸药，然后跑出去点燃引线。

一阵炮响过后，陈洪兴发现还有几个点

没有引爆，于是，他进入隧道查看——谁知，

顺着引线姗姗来迟的火星突然点燃了剩下的

炸药，“砰”地一声巨响，人没了！

“下葬的时候，陈洪兴的身体部位都没有

找全。”陈洪兴的战友陈家明告诉记者。

陈洪兴牺牲后，部队来了一位首长和一名

警卫员，把陈洪兴的遗物带回了家。得知消

息的母亲谭有梅当场晕了过去。陈考香回忆，

当时和首长一起来家里的警卫员长得特别像

哥哥，村里人还曾安慰母亲 ：“老天爷帮你把

人带回来，给你瞧上最后一眼。”

陈洪兴的牺牲并没有让家人一蹶不振，反

倒更生敬意。陈贵香说，或许是全家人对弟

弟的感情太深刻，后来，自己和妹妹都嫁给了

军人。如今，陈洪兴的侄儿陈哲光更是对自己

的孩子寄予厚望，“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让自

己的孩子去当兵，继续大伯的梦想”。

后来，母亲谭有梅曾带着小儿子去往新疆，

希望寻到陈洪兴的埋葬地。“可惜他们只能隔

着一条长河远远看一眼大哥曾经牺牲的地方，

至于埋葬在哪里，时间久了，不得而知。”陈

考香说。

好在，这一次记者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

了新的希望——陈考香说 ：“我们姐妹年纪大

了，新疆太远啦，去不了。如果有机会，我们

会让晚辈过去，为我们的哥哥献上一束花！”

“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但国家也损失

了一 个曾大 力培养的人 才啊！”8 月 27 日，

郴州市桂阳县四里镇，今年 87 岁的老人刘开

成流着泪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的儿

子名叫刘大寿，寓意为“福寿绵长”，可现实

残酷，刚满 29 岁的儿子永远长眠在离家乡千

里的新疆。

意 外 来 得十分 突 然。1983 年 1 月 3 日，

刘大寿因公外出，因路面湿滑而发生车祸，

连人带车摔下桥，同行的 4 名战友受了伤，

而他当场牺牲。消息传来时，刘开成一家怎

么也不愿意接受——这个让父母骄傲的儿

子、给弟妹树榜样的大哥、年轻有为的准爸爸，

来不及留下一句话就撒手人寰。

“家人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弟弟刘

大武告诉记者，他和三弟坐了四天四夜的火

车赶到部队，哥哥已经下葬了。部队的领导

说，遗体损坏太过严重，怕他们见了更伤心，

所以提前葬了。

刘开成当年是大队干部，也是一名老党

员，正因如此，他热切希望儿子能去参军。“青

年应该有远大志向，要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

量。”怀抱着如此朴实的愿望，刘大寿才 16

岁便接受了参军体检，还通过了。“本来想满

18 岁后再让他去参军，但我怕时间拖得太久，

到时候体检会不合格。”刘开成还记得，1970

年，他对 17 岁的儿子说 ：“你放心为国家做

贡献去吧，家里不用你操心。”

王鼎荣是当年刘大寿的战友，在他心里，

刘大寿特别优秀 ：“17 岁的高中毕业生入伍，

是我们那批年纪最小的、学历最高的人。加

上他个子高，长得好，学东西又快，非常受

欢迎。”正因如此，刘大寿参军不久便入了党，

还被保送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即是副连级

干部，在部队是助理工程师。

在天津读完大学后，刘大寿去了新疆。

在离开前，他特地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拍了照

片寄回家，信中写道 ：“我虽然不能回家，但

我的照片可以到家。”只可惜这张他为家里

人拍的照片，随着时间流逝已经遗失了。

“我哥哥 1980 年结的婚，嫂子是战友介

绍的。嫂嫂本来想去新疆随军，却被哥哥以

新疆条件太艰苦为由劝回来

了。”刘大 武告诉 记者，哥

哥出事时，嫂嫂已怀有身孕，

这曾给正处于悲痛中的一家

人带来一丝安慰。

然而，刘大寿去世半年

后，孩子的来到却让这个家

庭陷入绝望。

“孩子生下来就先天不

足，脑袋都是歪的。”刘开

成回忆，虽然知道这个孩子

不健康，可能活不长，但他和老伴考虑到要

给儿子留下一丝“血脉”，还是坚持把孩子带

回家了。此后，刘开成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

大儿媳妇。

年幼的孩子， 成了刘开成 夫妻 俩的希

望——“家里穷，买不起奶粉，也买不起奶瓶，

我们就煮点米糊糊给他喂下去。”

万一孩子慢慢健康起来了呢？刘开成一

直安慰自己。可无奈的是，这个孩子还是没

活过一岁。刘家人的念想，终究还是断了。

烈士陈洪兴家人的回忆——

部队“给了饭吃”，哥哥“立志报国”

扫一扫, 分享陈洪兴
的生平故事

战士刘大寿家人的回忆——

牺牲一年后，他唯一的“血脉”也断了

扫一扫，看刘大寿
亲友回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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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桂阳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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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74 年至1984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条长476.54 公里的南疆铁路。

为此，铁道兵部队共牺牲官兵 268 人。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大多被战友匆匆安葬在铁路沿线。
直到前几年，在铁道老兵的建议下，新疆巴音郭楞蒙族自治州和静县人民政府拨款 1250 万元，修建起铁道兵烈士陵园，

把分散的 12 处零散烈士墓迁移至陵园，并开启了“为铁道兵烈士寻亲”的征程。
上一期，我们的记者前往长沙浏阳市和郴州永兴县，帮助南疆铁道兵烈士游太淼和廖告告找到家人，并通过全媒体发稿，

号召网友们加入寻亲队伍。今天，记者再次出发，前往郴州市宜章县和桂阳县，为牺牲在南疆铁路的战士陈洪兴和刘大寿寻
找家人……

数十年过去了，陈洪兴的
家人始终完好保存这张

“革命烈士证明书”。

提起刘大寿，父亲和弟
弟的眼中充满骄傲。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欧阳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