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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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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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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故事
aixingushi又是一年清明时，在江苏盐城庆元村的五条岭烈士陵园，曾经荣登中央文明办“中国好人榜”的“守

墓人”卞康全，与英烈比邻而居已经祖孙三代，70多年来，他们念党恩、守陵园、慰英灵，一直守护着五
条岭的烈士墓，不曾离开。

为烈士墓添上那抔新土

清明前后，江苏盐城阴雨连绵，
金灿灿的油菜花铺满乡间小路。

位于步凤镇庆元村的五条岭烈士
陵园，前来瞻仰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54岁的守墓人卞康全，也迎来了一
年中最忙碌的时间，清扫、联络、讲
解，忙起来半天喝不上一口水。

卞康全原来的老屋与陵园仅有一
墙之隔，数十年来，他与烈士们比邻
而居，守护忠骨。

1947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华东野战军2000多名指战员在盐南
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由于战事频发，
条件所限，村民们只能把烈士们的遗
体安放在挖好的五条壕沟中，掩埋好
堆成了五条长岭。每条岭都有1米多
高，长40多米，民间自此有了“五
条岭”的叫法。

每年清明前，卞康全和八旬老父
都要为烈士墓添上一抔新土。当天，
他和父亲早早地起床，推着独轮车，
扛着铁锹，一同往陵园走去。

父亲卞华悉心选取几棵枝干最为
强劲的松树，在中间挖起土来。“这
是当地农村祭奠亲人的传统方式。”
卞康全解释，“取土后再把土弄碎，
意思是希望不要再有牺牲，不要再添
新坟。”

父亲忙完，站在一旁。卞康全再
为烈士墓填上土块，用抹布轻轻拭去
墓碑上的灰尘，行默哀礼。

这样简短而肃穆的仪式，从卞康
全记事起，便留在了他的记忆深处。

“他们是我们最亲的人。在我小的时
候，就常常听我父亲说起爷爷和五条
岭的那些故事。”

当年，卞康全的爷爷参与掩埋烈
士遗体。“他们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很多人不到 20 岁就牺牲
了，我们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守好烈
士墓。”

爷爷朴素的信念，在言传身教中
一代代默默坚守，从爷爷到父亲，再
到卞康全，三代人自发守护英灵，至
今已有70多年。

“每一位烈士都不应被遗忘”

志愿者徐城是五条岭陵园的“常
客”。

今年清明节，他又带着20多位
志愿者来到了陵园。近10年来每年
他都要来祭奠烈士，和卞康全是老
相识了。“卞老师为人朴素，我们都
很尊敬他，也被他的善举深深地感
动。”

志愿者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
并行礼致敬。礼毕，卞康全带着志
愿者们回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为他们讲述起自家三代人与五条岭
的故事……

“我小时候确实不太明白，那里
安葬的又不是自己的亲人，父母悉心

守护是为了什么？”卞康全说：“那时候
经常是我们饭做好了，父母还不回家吃
饭，我们就着急，也拿着铁锹去帮着一
起锄草。”

时间久了，渐渐懂事的卞康全知道
了，这里安葬的是“为人民牺牲的
人”,是他们值得守护的人。

20世纪80年代，村里有人想把紧
挨五条岭烈士墓边的一块农田挖成鱼
塘，这可急坏了卞康全一家。“鱼塘蓄
水会导致四周泥土坍塌，烈士墓可能就
保不住了。”卞康全立即写信向有关部门
反映情况。最终鱼塘没有开挖，烈士墓
安然无恙，卞康全一家也长舒了口气。

除了守护好烈士墓，卞康全一家最
大的心愿，是帮助烈士找到他们的亲
人。

“我叔叔也是烈士，但我们还有
机 会 把 他 接 回 家 ， 庄 重 地 把 他 安
葬。”卞康全说：“这里的烈士们也该
如此。”但烈士们连姓名都没有，寻
亲又谈何容易。

卞康全忘不了第一位来五条岭祭扫
的烈士后人。那是1991年的春天，一
位陌生女士出现在了庆元村，她向卞康
全借一把铁锹。询问用意后，陌生女人
激动地说：“我来为父亲添点土。”

卞康全激动得说不出话，赶忙也提
着铁锹跟了过去。女士名叫陈继业，她
的父亲正是盐南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
按照她父亲幸存战友的描述和指引，经
过多年寻找，她才找到这里。

当时的五条岭，没有围墙，一片荒
凉。

陈继业不知道她的父亲在哪一条岭
里面，她就在每条岭上各培三锹土。

“那天，看到陈大姐伏在岭上痛哭，我
也跟着哭了起来。”

后来，陈继业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前
来，卞康全就在每年清明节前帮她添上
几锹土。

第一位烈士后人的到访让卞康全激
动了很长一阵，但自那以后，为烈士寻
亲的事情就迟迟再没进展。偶有不确定
自己先人是否埋葬于此的前来询问，卞
康全也给不出确切答案，唯有暂时留下
对方的联系方式。

“有时候我想，会不会这2000个鲜
红的名字将永远被遗忘和掩埋在这片土
地里了？我能做的是不是只有等待？”
卞康全说。

转机出现在2009年。
五条岭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翻新修

整，前来瞻仰的人越来越多，这给了卞
康全更多的希望。“与其等待，不如主
动帮助烈士们找寻亲人。”在盐城、淮
安等地党史、民政部门帮助下,卞康全
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资料，陆续整理出了
一份烈士名单，收录在 《难忘五条
岭》，上面记录了836名安葬在五条岭
的烈士的姓名、籍贯地、部队番号等信
息。

后来，凡是从外面来瞻仰烈士的
人，卞康全都会告诉他们家乡有哪些烈
士的姓名，请他们用手机拍下来，转告
更多各自家乡的人。

“每一位烈士都不应被遗忘。”卞康
全说。

希望送更多烈士“回家”

“兹有您家先人孔宪门烈士，资料
查得在 1947 年盐南阻击战中壮烈牺
牲，被当地人民群众安葬在盐城市步凤
镇庆元村二组的五条岭烈士陵园中，今
致函您家，特告之，了结70余年寻找

之心愿。”这么多年，这样的信,卞康全
寄出去600余封，还有300封即将寄出。

“我是按照烈士名录上的记录一一
寄送的。寄送的地址，有的能具体到村
庄，有的只能到县里或者市里。”卞康
全说。

每寄出一封信,卞康全都会像学生
等待成绩般紧张。有些后人因为收到信
而找到了亲人，卞康全会兴奋得睡不着
觉；而如果信被退回，他也会难受好几
天。

据卞康全统计，每寄出100封信件
大约只能找到10位烈士家属。这些年
来，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刘鹤民烈士的
家属。

那是几年前的清明，当时天就快要
黑了，陵园开进一辆车，下来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卞康全上前询问，老人告
诉他，他看到了寄来的信。刘鹤民是他
的兄弟，找到他是母亲、哥哥毕生的心
愿，现在母亲和哥哥都不在了，他们的
遗愿，他一定要完成。

说着说着，老人突然哭了，哭得撕
心裂肺。

卞康全连忙安慰老人，拿出烈士名
单一一查找，刘鹤民名字果真在列。

卞康全和老人说不清谁更激动。老
人一个劲儿向卞康全道谢，“母亲和哥
哥的遗愿终于完成，自己多年的担子也
可以卸下了。”

寄信效果有限，卞康全开始把目光
瞄向电脑和手机，他让孩子们教他如何
使用各种网络平台。

2019年年底，他发出了第一条为
烈士寻亲的帖子，引发不少网友关注和
询问。

除了信件，卞康全现在更不敢错过
的是电话和微信，他的手机几乎每天都
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亲电话，烈士
寻亲群也是信息不断。

帖子发出不久后,有网络平台联系
到卞康全，愿意采用信息技术免费帮助
卞康全寻找烈士亲属。“网络可以更精
准更快速，当时一个月就找到了10位
烈士家属，其中有3位的亲属已经到陵
园来祭拜了。”卞康全说。

现在，越来越多人加入为烈士寻亲
的行列，越来越多烈士的亲人被找到。
截至目前，陵园内安葬的烈士中，已有
330名找到了亲人。“我很感激每一位
愿意帮助烈士寻找家人的志愿者。”卞
康全说。

卞康全的儿女们每逢假期，都会到
陵园和爸爸一起修缮陵园，就像卞康全
小时候一样。“儿子如今成了一名军人,
用他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国家，传承老一
辈人留下的使命。而我要做的，就是守
护好这些烈士。”

“曾有一些同龄人喊我一起外出打
工，我都拒绝了。”卞康全说，“在我心
中，没有比守护烈士墓更重要的事情。”

卞康全希望，自己的坚守能让更多
的人知道，先烈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
名字没有被遗忘。他说，未来他还是会
继续用自己的双手守护着这些不该被遗
忘的名字……

用爱守护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本报记者 郭帅

空洞的眼神、怪异的行为、封闭
的心灵、社会边缘化的群体、被称为

“星星的孩子”……他们是自闭症儿
童。

张原平原本是一位从事儿童心理
学研究的大学教师，与自闭症儿童结
缘是偶然。“当时，有个家长带着自
闭症孩子找到我，希望得到一些专业
的帮助。”于是张原平开始关注这个
群体，也开始看到这些家庭背后的困
境，以及他们对专业康复的迫切需
求。

“目前，自闭症仍然是无解的难
题。”张原平告诉记者，“一个患儿背
后是两代人和三个家庭严酷的生活状
况，经济压力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
精神层面，很多家庭因此破裂。”

2002年，张原平创办了天津宜童
自 闭 症 研 究 服 务 中 心 （简 称 “ 宜
童”），开启了用爱守护“星宝”的漫
长之旅。

拓荒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社会
对自闭症知之甚少，张原平根据图书馆
和网上查到的资料，按照儿童心理个案
治疗的逻辑，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
取得了较好成效。可是不久后，孩子进
入幼儿园时间不长就被劝退了。这件事
对他的刺激非常大：孩子为什么被幼儿
园退回？他们在普教群体中缺少什么？
到底什么样的孩子能融合？需要具备哪
些能力……凭借自身专业优势，张原平
以科研的态度去思考和探索这一系列问
题，逐渐找到了答案。

“早期干预就好像在岸上教孩子学

游泳，但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练
习。”融合教育相当于在回归社会前的
游泳池。2004年，宜童开始进行融合
教育的实践和探索，为普教幼儿园随班
配备“影子老师”，对经过个训干预的
孤独症儿童进行行为观察、教学支持。

一段时间后张原平发现，孩子在融
合环境中确实是有所进步的，但又出现
老师压力过大、辅助工作的开展困难重
重等问题。于是在“个案训练”和“融
合教育”之间增设了“小组教学”，逐
渐形成了宜童三个阶段的康复模式。

“融合教育要为孤独症儿童提供持
续的整合干预，解决孤独症儿童的共性
问题；通过社交、语言、运动、认知、
行为等定向干预，解决孤独症儿童的个
性化问题；通过构建专业的康复模式，

创建多元的康复环境，最终实现孤独症
儿童融入普教、回归社会的康复目
标。”张原平说。

回望多年的历程，虽然一路走来历
尽艰难，但张原平和宜童的特教老师们
依旧选择默默坚守，用无私奉献，照亮
了无数“星宝”的成长之路。

让张原平高兴的是，2020年，教
育部正式出台了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
教育《关于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实施意
见》。这更增强了张原平和宜童人帮助
孤独症儿童融入普教、回归社会的坚定
信心和奋斗动力。“我们从不希望桃李
满天下，对于我们而言，学生越少就越
开心，如果哪天不再有‘星星的孩
子’，我们也就真正心满意足了。”张原
平说。

让爱的阳光照亮“星宝”成长路
本报记者 张原 李宁馨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武警辽宁
总队抚顺支队执勤五中队副中队长张
光付总是很开心。因为在他的“算
盘”里，一个月的工资可以帮助好几
个贫困地区儿童实现心愿，抑或为养
老院的老人买很多水果和礼物，还足
够帮助几户贫困户过一个温暖的春
节。

张光付的名字原本是“富”字，
后 来 他 在 家 人 的 支 持 下 改 成 了

“付”。“做人光想富可不行，付出的
付字才好。”张光付笑着说。

“父辈年轻时，因为穷经常受乡
邻接济。后来好过些了，父母生活也
很节约，别人有困难却总是慷慨相
助。”“爱心”这颗种子从小就在张光
付心里生了根。

长大后，张光付光荣入伍。辽宁
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参观雷锋纪
念馆自然而然成为新兵入伍的“第一
课”。那次参观，让张光付有了更明
确的人生目标，他心里那颗爱的种子
即将开花结果。回到宿舍，他在书签
上写道：“雷锋是个兵，我也是个
兵，我就要像雷锋那样做个好兵！”

“我看不得别人有难处。开始帮
助的都是身边的战友，帮助的人也只
有几个人，后来帮的人越来越多，范
围也越来越大，然后慢慢地，很多人
愿意和我一起帮助人。”张光付说。

2013年3月5日，张光付成立了
“光付之心”爱心团队。团队成员由
最初的7人，到现在已发展过千人，
部队官兵、地方大学生以及社会爱心
人士陆续加入，并不断影响着更多的
人。

五中队的荣誉室，桌上铺满了这
些年张光付得到的奖状、受助人给他
的来信、汇款的票据……但张光付最
在意的是桌上的一本手工相册。“这
是一所希望小学孩子们送给我的，上
面有他们的照片，还有写给我的话。
每次我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都会拿
来读一读。”

当兵第7年，张光付被保送到军
校学习。也是这一年，他认识了这所
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了解到孩子们生
活和学习上的困难，他立即联系在河
南的妹夫，请他帮忙买了290个书包
和很多学习用品寄给孩子们。这些学
习用品花了张光付1万多元，这些钱

相当于他当时两个多月的薪水。
那些年，张光付几乎把自己的津贴

全捐赠了出去，长期帮扶驻地3个特困
户，并为四川大学两个单亲家庭的大学
生提供资助。有时候他还会动起饭卡补
贴的念头，每个月饭卡补贴600元，自
己只花一半，剩下的也捐出去。

张光付还是驻地附近养老院的“常
客”，这里几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第
一次去是2010年。”张光付说，老人们
就像是自己的父母。“每次去都跟着他
们包包饺子，带着战友给他们打扫打扫
卫生，下雪天去给扫扫雪，就像这里的
一分子。”

养老院里的40余位老人有哪些喜
好，张光付都记在心里，每次他都会细
心地为老人们准备好不同的礼物。收到
礼物的老人们像孩子一样高兴，舍不得
用、舍不得吃。“这些是光付给我的，
他给你的是啥？”喜形于色的老人们经
常和老伙伴“炫耀”，这，也是对张光
付发自内心地认可。

2018年，没有存款、没有婚房的
张光付结了婚。不久前，妻子在微信朋
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纪念结婚纪念日：
不仅爱你善良的内心，也爱你坚持的信
念，我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张光付月月“裸捐”的背后，离不
开父母和妻子的大力支持。一次，父亲
重病住院治疗，怕影响张光付的工作而
没告诉他。这件事让张光付“心如刀
割”。“做好事不能影响了孝顺父母。”
此后，张光付从每月的工资中又“挤”
出钱寄给父母。每年，他也会存好钱带
父母定期做体检。

刚刚过去的学雷锋月，张光付又一
次带着爱心团队走进校园、社区宣传雷
锋精神，让雷锋“圈粉”新时代。

“我在部队学了一身本事，不愁将
来没饭吃，应该把钱给更需要的人。我
所做的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
大事，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只
要有人的地方都需要雷锋精神，因为
雷锋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大爱精神，也
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效仿和学习的。”
张光付说。

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传播雷锋精
神的一颗种子：“我相信千万个雷锋在
成长，像雷锋那样活着，未来，一定会
有更多的雷锋为这个世界播撒爱与温
暖。”

“像雷锋那样活着……”
本报记者 郭帅

本报讯（记者 舒迪）春季是过
敏的高发季节。3月 31日，由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发起，爱心企业支持的
2021年“知敏而行 畅享生活”中
国过敏关爱行动在京正式启动。

据介绍，过敏性疾病是长期困扰
大众健康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正确
地认识过敏性疾病的发病因素和治疗

手段、做好疾病的全病程管理至关重
要。2021年中国过敏关爱行动将在全
国先期落地两家“过敏关爱中心”，携
手医务工作者开展公益科普活动，提高
公众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

接下来，该行动还将走进全国多
地，持续开展医生培训、公益问诊及患
者教育等相关公益活动。

2021年中国过敏关爱行动启动

本报讯 北京星能公益基金会近
日在四川巴中开展“星能冠军助学活
动”，为巴中市业余体校的孩子们捐
赠助学金以及训练服等体育器材，并
由奥运冠军们向师生传授科学训练方
法和经验。

星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奥运冠
军高敏与师生们分享了自己从事公益

事业的心路历程。她表示，希望星能基
金会通过体育公益，让更多小运动员在
未来拥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也希望把
每位冠军的精神传递给小运动员。活动
现场，星能公益基金会、工银理财向贫
困学生代表进行了捐赠，冠军们还到贫
困运动员家中走访慰问。

（慈萱）

星能冠军助学活动走进巴中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 日前，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山西省平顺县
政府共同举办公益培训，旨在带动当
地妇女创业增收、勤劳致富，开启爱
心助力乡村振兴新模式。

在为期3天的线下公益培训中，

参加培训的60多名妇女普遍表示，通
过培训和实战训练，初步掌握了电商平
台开店流程和技巧，学到了直播带货技
能，增强了居家创业、就业的信心。后
续，还将有100名创业妇女参加线上电
商培训课程。

技能培训带动妇女创业增收

编者按：自闭症也称孤独症，通常发病于3岁之前，孤独症儿童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这个看起
来很美、听起来好听的名字，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坚持。4月2日是第十四个世界自闭症日，记
者采访了天津民盟盟员、天津宜童自闭症研究服务中心主任张原平，了解“星宝”们的成长历程和“护
星人”的感人故事。

卞康全在五条岭烈士陵园忙碌（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