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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有着 74 年
历 史 的 烈 士 陵 园 ，
矗立在哈尔滨市香
坊 区 体 育 街 1 号 。
抬眼望去正门上方

“哈尔滨烈士陵园”
七个鎏金大字气势
恢宏。这是时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部部长张爱萍上将
亲笔题写的。

作为全国兴建
较早的烈士陵园之
一 ，哈 尔 滨 烈 士 陵
园是中国重点烈士
纪念建筑物保护单
位 ，黑 龙 江 省 文 物
保护单位。烈士纪
念建筑物设施包括
烈 士 诗 抄 碑 林 墙 、
无名烈士纪念铜塑
等。陵园中安葬着
在 抗 日 战 争 、解 放
战争等不同历史时
期牺牲的 247 位英
雄烈士。清明来临
之 际 ，笔 者 走 进 这
座“老陵园”，探寻
那些动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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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关于烈士诗
抄、墓碑的“讲述”

从正门进去，映入眼帘的是
100 延长米的革命烈士诗抄碑
林墙——有革命先烈铭志的诗
句，有英勇就义前的激昂壮语，
也有活着的战友怀念他们的心
声，更有后人无限敬仰与缅怀的
表达。每一块碑的字体不尽相
同，每一块碑的年代有远有近，
但碑林上空回荡的浩然正气长
存。

对于哈尔滨烈士陵园宣教
部部长魏丽君来说，那些烈士诗
抄的文字许多都令她感动，印象
最深的就是陈翰章 1930年在初
中毕业典礼上的豪迈誓言：“我
立志从事教育事业，目的是为了
培养优秀人才，改造国家，使他
富强。但是帝国主义却不让我
们这样做，想把我们变成他们的
附庸国！同学们，假如我的理想
因为被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打破
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
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
的枪和我的鲜血、生命来赶走敌
人！”这段话让曾经作为一名军
人的魏丽君十分动容。

在哈尔滨烈士陵园墓区中
央，安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
兵之父”——朱瑞将军。 1948
年 10月 1日，朱瑞在辽沈战役攻
克义县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
43 岁。墓碑上的一行行碑文，
镌刻着朱瑞将军的功绩与精神，
饱含着人们对英雄的敬仰和缅
怀。

一 个 陵 园“ 守 望
者”的岁月回想

魏丽君是部队的复员兵，
自 1991年起她在这里工作已
有 31个年头。回想起 23岁她
第一次做讲解员时的情景，当
她第一次接触烈士墓碑和骨
灰盒时，有崇敬之情但也实在
害怕。烈士家属的悲伤和哭
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有的
时候真的是受不了，会跟着家
属们一起落泪。”在后来整理
烈士档案的过程中，她被一个
个故事所打动，心中的惧怕渐
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愈发浓
厚的敬仰之情：“翻阅每一份
历史档案尤其是更深入地挖
掘背后感人故事的时候，心态
也慢慢地发生转变。”

如今的魏丽君身兼数职，
宣传工作之外，她还负责挖掘
烈士事迹、寻亲、文物定级和
征集、日常维护等等。此外，
魏丽君也没忘了与烈士家属
保持紧密的联系：“刚来时，烈
士家属觉得我们只是‘守墓
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但现
在建立了烈士家属微信交流
群后，每天我们都发布陵园的
工作动态，渐渐地家属和我们
变得亲近了，也对我们的工作
表示支持。”

还有两年，魏丽君就要退
休了，“陵园的一草一木，就像
我的家一样，太不舍了，现在
说着我都眼泪在眼圈打转。”
魏丽君有些哽咽。

那些遗物背后
的动人故事

通过家属群互动也
成为了向烈士家属、同
学和战友征集文物的途
径。“苏宁牺牲时我们联
系家属征集遗物，只征
来一身军装。苏宁的哥
哥苏峰在北京，我时常
代替苏峰去看苏妈妈，
后来苏峰特别感动，就
把他曾经给苏宁买的录
音机，还有给他儿子做
的 小 手 枪 捐 赠 给 了 陵
园。还有朱瑞将军的鹿
皮大衣，第一次是由陵
园的老同志征集来的，
后 来 他 妻 子 有 些 舍 不
得，过于想念自己的丈
夫便要了回去，后来我
们通过做她的工作，维
护好将军的墓碑，让她
特别感动，就再次把鹿
皮大衣捐赠给了陵园。”

谈起烈士遗物，最
让魏丽君记忆深刻的便
是烈士陵园守护了 58 年
的陈翰章头颅。在陈翰
章诞辰 100 周年时，他的
头颅要迁回家乡吉林敦
化，身首合一。“陈翰章
的头颅以前都是我们在
擦拭，在与头颅临别之
际，我一直在和陈翰章
说 话 ，特 别 不 舍 ，哭 着
说，再看你就要去你的
家乡敦化去看你了。”

烈士家属成为陵园的
志愿者

王晓霞是哈尔滨烈士陵园的
一名志愿者，每周都会来烈士陵园
打扫一次卫生，清明节时会多来几
次，这座陵园于她而言，有着特殊
的意义，这里沉睡着他的儿子、小
烈士邱在兴——2001年 6月 23日，
邱在兴与八名同学结伴到太阳岛
三角泡游玩时，为抢救两名落水同
学，献出了年仅 13 岁的宝贵生命。
2001年 6月 27日，邱在兴被追认为
共青团员并被授予“舍己救人的好
少年”光荣称号。来这里做志愿者
对于王晓霞来说是一份心灵慰藉，
打扫二楼的骨灰堂成为了她每周
的必去行程。作为烈士家属，王晓
霞觉得陵园的工作很到位：“每年
烈士陵园都有代祭服务，现在疫情
期间，不能祭扫，工作人员会代替
家属进行祭扫，有时比我们家属做
得都到位。”这些年来，王晓霞看到
了陵园的发展变化，“陵园为行动
不便的烈士家属修建了电梯，对远
道而来祭祀的家属尽心招待，组织
越来越多的大中小学生来这里感
悟献身精神，感受家国情怀，我很
欣慰。”

烈士陵园在岁月的长河里岿
然屹立，一代代“守墓人”坚守在这
里。他们为烈士们默默地做着身
后的事，帮助他们找到亲人，回归
故土，让人可喜的是在今年初，哈
尔滨烈士陵园又成功帮助五名烈
士找到亲人。

故事仍然在延续，感动仍然在
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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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傲的西伯利亚红松
这棵孤傲的西伯利亚红松，不

时引发林区人对其种子来历的好奇
与遐想，汇集起来有两种说法。一
为走兽说。野兽吃了红松塔果，一
路跋涉到了大兴安岭，种子随着粪
便排出。二为飞鸟说。飞鸟吃了西
伯利亚红松果粒，翩翩飞翔落脚大
兴安岭，把红松种子带入了这片林
地。大兴安岭确有爱吃松子的鸟，
比如飞龙和松鸡。加之西伯利亚红
松球果有成熟后不开裂的特点，渐
渐地人们都比较认可后一种说法，
也因此称这棵西伯利亚红松为“飞
来松”。

人们关注大兴安岭西伯利亚红
松的前世，更关心起它的今生，并由
好奇转入了解和探究。西伯利亚红
松材果兼优，是欧亚泰加林中首屈
一指的经济树种，享有“泰加之王”
美誉。此树种速生高大，在适宜环
境下可高达 35米，胸径 1.8米以上，
属长寿树种，树龄可达三百余年。
材质优良，耐腐，易于保存；质地均
匀轻柔，纹理美丽，易加工，可用于
细木加工和各种高档装修，是建筑、
家具的好材料。西伯利亚红松果粒
虽不如东北红松大，但它壳薄易剥，
松仁富含卵磷脂、蛋白质和多种氨
基酸，是理想的保健食品。

西伯利亚红松主要生长在俄罗
斯，我国境内仅在新疆阿尔泰山西
北部有少量分布，这就使得在大兴
安岭种植西伯利亚红松具有风险和
不确定性。尽管如此，林业人还是
看好西伯利亚红松，充满了期待。
大兴安岭地处寒温带，主体树种是
落叶松，树种结构单一，经济价值较
低。作为珍贵树种的西伯利亚红松
如能种植成功，不仅可以优化树种
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还能提升森林
的生态功能和景观功能，可谓功在
当代，造福子孙。引种西伯利亚红
松成了大兴安岭林业人的一个梦
想。

夫妇携手繁育西伯利亚红松
期间，有信息传来，邻近内蒙古林区也发现有零星的西

伯利亚红松，这就为试验种植西伯利亚红松提供了依据和
可能。

为此，大兴安岭林区从 1991年开始组织有关专家专题
立项试验。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林学系，在新林区碧洲林
场工作的张美钧、林淑云夫妇挑起了这一重担。最初他们
心里也不托底，这棵仅有的西伯利亚红松使大兴安岭具有
其生长的可能，但也潜藏着大面积种植存活的不确定性。
为了提高成功率，他们谨慎地采取了两条腿走路、两种方法
同时试验的方案：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红松母树上取来种子，
在苗圃进行育苗；考虑育种生长的不确定，张美钧还特地剪
下二千多根西伯利亚红松的母树枝条回来嫁接。为防运送
途中升温伤害枝条，特掺入冰块儿，再包上棉被装入编织袋
中，足足有二百多斤重。在东北林业大学两位老师的帮助
下，背着扛着，一路辗转运到碧洲林场，又连夜用手推车送
到苗圃冷库，到家时天已放亮。第二天，他顾不上旅途疲
劳，马上就投入了嫁接工作，将母树枝条与当地的野生樟子
松相嫁接。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超出预想，此嫁接法成活
率高达 85%，还创下了这两个树种嫁接的世界先例。

林淑云分管苗圃育苗。她采取了播种前 7天对催芽处
理好的种子先高温、后低控的变温处理。这种独创的育苗
法，增加了工作强度，但她始终精心操作，一丝不苟。

家离苗圃十多里地，她每天起早带饭走去上班。苗季
节性强，大兴安岭夏季短暂，昼长夜短，她采取了工人早晚
两班倒的上班方法，延长育苗管理时间，自己是早班晚班一
起骨碌，人像长在了苗圃，被大家称之为“工作林老狠”。一
次，在去苗圃的山路上还碰到了熊瞎子，她用林区人嘱咐的
方法，侥幸躲过一劫。这样，日复日，月复月的辛勤耕耘管
理，到了第四年，幼苗长到 20厘米高，终于可以移植了。林
淑云育的树苗，不仅出苗快，而且成活率高，甚至超过了西
伯利亚红松母树的生长地。一片绿油油茁壮的小树苗，令
前来苗圃参观的俄罗斯专家连声称道。

树苗移植又是一关。大兴安岭历史上植树造林成活率
偏低，碧洲林场仅为 50%。对此，张美钧早就做起了功课，
仔细观察后，认为“春旱、夏涝、冬天冻土拔树根”是影响造
林成活率的“三害”。他观察寻求规避“三害”的方法，传统
造林整地馒头穴形，缓坡滞水。他探索出在苗木前挖一个
贮水坑、苗穴后建一道阻水梗的方法，经多次试验付诸造林
实践竟使成活率达 80.5%。他称此方法为“三防整地造林
法”，得到国家林业部的充分肯定，并在北纬 52度地区大面
积推广。种植西伯利亚红松幼苗，他更是严把严守实施此
造林法。西伯利亚红松的适应性真是很强，移植成活率竟
高达 98％以上。林区人更是称张美钧夫妇是大兴安岭林
区种植西伯利亚红松的奠基人。

从一棵“飞来松”
到2万亩种植林

张美钧夫妇是 1965年大学毕业
后响应党的号召，随着第一批开发
大军来到大兴安岭。高寒禁区，生
活艰辛，同他们一起分配来的同学
都相继离开了这里。但西伯利亚红
松的培育试验，拴住了他们，也拴住
了他们的心。由开始时的热情，到
责任，直至一生的奉献，锲而不舍，
笃志不倦。他们先后在这里生育了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育树如育人，
培育种植的各个环节，他们都提前
周密考虑，科学把关，还思深忧远，
在高山、湿地等不同海拔高度搞了 8
个试验区的种植，为以后大兴安岭
扩种西伯利亚红松提供了宝贵的参
考依据。

1996年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因
工作需要被继续返聘。至 2005年离
开大兴安岭回山东老家时，他们试
验培育的 300多亩西伯利亚红松已
长到 2 米多高，枝繁叶茂。大兴安
岭人种植西伯利亚红松的梦想终于
成真！1997年，张美钧荣获省劳动
模范称号，被誉为“林业铁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前人育苗试栽，后来人奋起突
进。为防止森林退化，提升大兴安
岭森林整体纳碳能力，实现长远的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2009 年以
来，全区多渠道购入西伯利亚红松
种子 4.8万余公斤，栽种树苗 165万
余株。据最新资料，大兴安岭已在
适宜山地种植西伯利亚红松 2万余
亩。

如今，张美钧夫妇当年种植的
西伯利亚红松已长有 8 米多高，开
花结果，郁闭成林，它结果的籽实已
繁育出新的种苗，碧洲林场成为我
国唯一的西伯利亚红松种源基地。

漠河的“飞来松”不再孤独，西
伯利亚红松终于在大兴安岭扎根繁
衍。

如今，安家落户的西伯利亚红
松林一片郁郁葱葱，四季常青，已成
为大兴安岭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西
伯利亚红松的传奇故事，也为林业
人所传颂，所津津乐道。

一片红松，一代志士。2021年，
林淑云老人病逝。听说，培育西伯
利亚红松，是这对老夫妻晚年最幸
福的回忆和念茲在茲的牵挂。

测量红松树干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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