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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寻亲74年，他们跨越3000公里终在湖南“团聚”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7 月 13 日，郭新民和妻子早已经结束行程，从湖南湘西返回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的家，但回想起见到四叔公郭建亚的名字出现在墓碑上的那一刻，他依旧忍不
住哽咽。

 郭建亚是一名烈士，1949 年底跟随四野四十七军一四一师四二二团进入湖南参加
剿匪作战后牺牲。此后，郭新民的爷爷、父亲一直在寻找郭建亚安葬的地方，老人即便
是临终前都不忘叮嘱家人 ：“要继续找寻郭建亚……”

 今年，郭新民终于得知郭建亚安葬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后，立即和妻子
驱车 3000 公里，奔赴一场牵绊三代人的“团聚”。

三代接力寻找牺牲的亲人
从小，郭新民就知道自己

的四叔公是一名烈士，参军后

牺牲在湖南。可因为四叔公郭

建亚牺牲时他尚未出生，对这

名亲人的了解，只来源于爷爷

和父亲的只言片语。 

郭新民记得，爷爷曾告诉

过他，郭建亚是其堂弟，出生

于1922 年，少时父母双亡，成

年后参军打仗，“爷爷只知道四

叔公所在的部队是四野四十七

军，曾前往湖南湘西剿匪”。

“是有人到家里送四叔公

的烈士证，家里人这才知道四

叔公牺牲了。”当时为了避免睹

物思人，家里人将烈士证藏了

起来，几次搬迁之后，郭建亚

的烈士证早已不知道存放在何

处。 

郭建亚牺牲后，郭新民的

爷爷就一直想要找到郭建亚的

安葬之处，但因为信息的闭塞，

他一直未能完成自己的心愿。 

郭新民的爷爷去世后，郭

新民的父亲开始继续寻找，但

因为档案记载并不准确，郭新

民的父亲只得知这位堂叔叔安

葬在湘西一带，但具体的地点

无人清楚。 

2010 年，郭新民的父亲退

休后，重新回到河北省滦平县

老家，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助

下，终于在滦平县烈士档案中

看到了关于郭建亚的描述：“郭

建亚，河北滦平县人，1922 年

出生，1949 年底跟随四野四十

七军一四一师四二二团进入湖

南参加剿匪作战后牺牲。”郭

新民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根据档案记载，四叔公安葬

在湖南湘西童山贾家塞巴沙

湖。”他说，“可我们去查过，

湘西并没有地方叫童山。” 

几年后，郭新民的父亲去

世，临终前，“他还一再叮嘱我，

让我一定要找到四叔公”。 

近年来，郭新民退休了，

有了更多时间的他开始往返于

呼伦贝尔和滦平县，试图找到

更多关于郭建亚的记录，但都

无功而返。 

为此，他决定和妻子驱车

到湘西“碰碰运气”。 

郭新民的第一站是保靖县，

“听人说，保靖这里有两个规模

比较大的陵园”。但先后咨询了

当地的民政局和退役军人管理

事务局，郭新民都无功而返。 

就在夫妻两人准备放弃

时，郭新民突发奇想，打开手

机地图挨个搜索“贾家塞”“巴

沙湖”。 

“湘西州龙山县有个巴沙

湖！”在和妻子商量后，他们

决定，前往龙山县。

驱车 3000 公里，亲人真的在龙山
“同志，你好，我叫郭新民，

是呼伦贝尔过来的，我们在找

我的四叔公，他牺牲在湘西剿

匪的战场上。”湘西州龙山县退

役军人管理事务局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股长谢平清楚地记得，

当时，郭新民夫妻俩风尘仆仆，

郭新民一边说着话，一边从口

袋里拿出一张河北省滦平县开

具的烈士证明。

“安葬地是童山贾家塞巴沙

湖？”谢平坦言，除了“巴沙湖”，

他对其他地点并不熟悉，但在

得知郭新民夫妻两人的来意后，

他立即着手寻找。 

谢平告诉记者，巴沙湖属于

龙山县贾市乡（现与里耶镇合并）

的一个地方，在此之前，贾市乡

十分重视对烈士的保护，因此，

把牺牲在此的 12 名烈士安葬在

一起，修建了贾市烈士陵园。 

为此，谢平立即联系烈士陵

园所在贾市社区的工作人员，请

对方立即前往陵园确认安葬的

烈士中是否有郭建亚。 

很快，社区工作人员回复消

息，根据墓碑上的名字记载，有

一名烈士名叫“郭建雅”，但记

载的信息和郭建亚能对上，“可

以确定，这位‘郭建雅’烈士就

是郭建亚烈士”。 

原来，郭建亚烈士跟随部

队到龙山县参加剿匪，1950 年

10月牺牲于贾市大溪，年仅 28

岁。牺牲后，由于工作人员笔误，

滦平县烈士档案中将“湖南龙山”

误写为“湖南童山”，“贾市寨”

也写成了“贾市塞”。 

谢平立即将郭建亚烈士就

安葬在贾市烈士陵园中的消息

转达给了郭新民，“他非常激动，

马上就赶去烈士陵园。

邵阳一小区“无人菜摊”火了，背后的故事很暖心

在烈士陵园的“相聚”
在里耶镇贾市烈士陵园，六

十岁的郭新民拾级而上，径直向

烈士陵墓走去，伫立于墓碑前，

用饱含深情的目光扫视着墓碑

上的名字，脸上难掩激动之情。

 “四叔公，我们终于找到

您啦，我们来看您了！”他双

目紧盯墓碑上郭建雅（亚）这

个名字，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郭新民说，四叔公牺牲时，

他尚未出生，可当他第一次站

在从未谋面的四叔公的墓前，

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今

天终于圆了几代人未完成的心

愿，很感谢龙山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的工作人员。”郭新民激动

地说道。

 在烈士陵园，郭新民夫妻

和工作人员一起为郭建亚烈士

献上鲜花，向先辈鞠躬。随后，

步行绕墓，瞻仰烈士英名，表

达对革命先烈的追思与崇敬。

最后郭新民夫妻到烈士墓前跪

拜，双手轻抚着墓碑上篆刻的

文字，把家中的情况一一告知

给先辈。 

回到呼伦贝尔后，郭新民立

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两位

姑姑和叔叔，“他们也都非常高

兴，终于找到了这位堂叔”。

 谢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近年来，湘西州积极开展烈

士寻亲活动，全州 8 个县市共为

49 名烈士寻到了亲人。而在龙

山县境内安葬了560 余位烈士

英魂，其中，有近百位来自外地，

为此龙山县不断推进烈士寻亲

工作，在中华英烈网上积极登

记烈士信息，并与烈士户籍所在

地的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联系，

帮助烈士找到他们的家人。

据悉，贾市烈士陵园位于龙

山县里耶镇贾市社区，1991年

4月，由原贾市乡人民政府修建，

共有12 名烈士长眠于此。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刘文

 “菜摊无人看管、顾客自

行取菜、自觉买单……”在邵阳

市大祥区东方华庭小区，一个

简易的“无人菜摊”火了。菜摊

6月初运营以来，受到菜农和小

区居民的一致好评，奇怪的是，

摊主不仅没从中挣过一分钱，

每个月自己还要贴补进去不少费

用。

“每天下午，蔬菜一到摊位，

就被小区居民抢购一空。”“无

人菜摊”的负责人阳崇迪笑着

介绍，他是土生土长的邵阳人，

今年 43 岁，担任大祥区蔡锷乡

工会联合会的主席。简易的摊

位没有人看守，只有一台小秤，

一块标注着当日菜价的纸板，卖

的都是普通小菜，却十分受居

民们欢迎。

谈到为什么在工作之余经营

“无人菜摊”，阳崇迪说，“起初

是无心之举，没想到效果很好，

既助农又便民，就一直坚持开

下去了。”

原来，阳崇迪每天上班路上，

经常会遇到周边村民坐车去市

区卖菜，往返路程 30 公里。夏

天天气炎热，很多时候村民没

赶上早班车，菜就容易蔫坏很

难卖出去，往往忙碌一整天路

费都挣不回来。

同时，阳崇迪自己住的小区

有一千多户人家，离菜市场较远

买菜不方便，在小区群做了一个

简单调查后，他发现大家都有

购买需求，立即决定在小区开

一个“无人菜摊”。

为了不耽误工作，阳崇迪每

天放弃午休时间，顶着烈日花

两个多小时去周边村民家收购

蔬菜，多的时候一天有一百多斤，

大多是茄子、豆角、丝瓜、黄

瓜等新鲜农家菜，偶尔会有西

瓜，阳崇迪会把菜钱先垫付给

村民。

蔡锷乡村民刘爱云告诉记者：

“在乡里大家都种了菜，没人买，

烂地里会心痛，自己去城里卖又

划不来，自从他到家里收菜，再

也不愁销路和亏损了。”

每天下班后，阳崇迪就开车

把收购回来的菜送到小区，全

部按照进货价自助售卖给小区居

民，不从中赚取一分钱的利润。

小区刘奶奶是“无人菜摊”

的忠实粉丝之一，自从有了这个

菜摊，她每天都要光顾。“这些

农家菜好吃又便宜，晚一点还

抢不到。老人年纪大了腿脚不

利索，在家门口买菜相当方便，

大家也都自觉付款。”

为什么贴钱也要经营“无人

菜摊”？阳崇迪告诉记者：“卖菜

的大多是村里的留守老人，年

龄大的有七十多岁了，大热天挑

着担子外出卖菜让人心疼，自己

累一点也是值得的。每次我上

门收菜，大爷大妈们总是想着

要免费送菜给我吃。”

如今，越来越多的蔡锷乡村

民主动找上阳崇迪，请他帮忙卖

菜，村民们只要一个电话提前预

约，第二天他就会上门收购。

在湘西州龙山县退役军人管理事务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郭新民
和妻子在四叔公郭建亚墓前献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