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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今年99月初國家民政部公佈了第一批月初國家民政部公佈了第一批300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當中既包當中既包

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還涵蓋了還涵蓋了

國民黨抗日將士等不同群體的代表國民黨抗日將士等不同群體的代表，，其中國其中國

民黨抗日將士佔三分之一民黨抗日將士佔三分之一。。在在99月月3030日國日國

家首個烈士紀念日到來之際家首個烈士紀念日到來之際，，記者走訪了河記者走訪了河

南國民黨抗日英烈的故鄉南國民黨抗日英烈的故鄉，，作為烈士中比較作為烈士中比較

特殊的一個群體特殊的一個群體，，他們比那些他們比那些「「紅色英烈紅色英烈」」

更晚被世人所知更晚被世人所知，，他們的後人也沒有過上他們的後人也沒有過上

「「前人栽樹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後人乘涼」」的日子的日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駱佳駱佳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國家出台優撫政策

■■提起現在的生活提起現在的生活，，
鄭然綜滿臉失落鄭然綜滿臉失落。。

實習記者徐夢遠實習記者徐夢遠攝攝

早在1983年，國家民政部就下發了《關於對辛
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國民黨人
和其他愛國人士追認為革命烈士問題的通知》，
規定對參加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確
因對敵作戰的國民黨人和其他愛國人士，其遺屬
提出申請的、並有可靠證明者經批准可追認為革

命烈士，政府不對其遺屬發放一次性撫恤金，遺
屬生活有困難的，可按烈士家屬給予優待補助。
2013年7月，民政部再次就國民黨抗戰老兵問
題答覆人大代表，並發表聲明。聲明指出：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相繼出台了一
些政策。對對日作戰犧牲的或負傷致殘，以
及編入到人民解放軍序列的原國民黨抗戰老
兵，與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
隊伍老戰士，享受同等待遇，或追認為革命
烈士，或評定殘疾等級並給予相關撫恤，或
納入現行優撫制度給予優待補助。對於少數
抗戰勝利後未編入人民解放軍序列回家務農
或從事其他職業的，各地也根據他們的生活
狀況給予了相應的社會救助。

二、隨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城鄉
養老、醫療、低保等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建

立，國民黨抗戰老兵與其他社會群眾一樣，
享受了相應的社會保障，但仍有部分人員生
活還比較困難。為此，民政部依托現有保障
制度下發了通知。一是再次重申將符合條件
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納入相應保障範圍，優
先優惠進入敬老院、福利院；二是支持、鼓
勵、引導社會組織，通過社會捐助等適當形
式，對其進行幫扶救助；三是建議當地黨
委、政府對他們在政治上、生活上予以關心
和照顧。

三、做好包括原國民黨抗戰老兵在內的困
難群體、特殊群體、優撫群體保障工作，是
民政部門的職責。我們將繼續落實好現有政
策，並伴隨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提升包括原
國民黨抗戰老兵在內的困難群體、特殊群
體、優撫群體的保障水平。

記者了解到，不少烈士後代如鄭然綜一樣過着平凡的生活。同樣入選國家公佈的第一批
抗日英烈名單的國民黨將領陳德馨，其子女已全部離開老家河南鄢陵，兒子陳寶出一直生
活在山西渭南，幾年前去世。三個女兒居住在周口、三門峽等地，也都是普通的職工。

「犧牲將士象徵」孤獨下葬
陳德馨是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五軍第二十九師第八十六旅少將旅長，在參加武漢保衛戰時

因中彈搶救無效身亡，成為鄂東抗戰期間犧牲的最高將領，後被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
將，《全民抗戰報》稱其是「為國犧牲的將士們的象徵」。

如今，在陳德馨老家河
南鄢陵老莊村村頭的墓地
裡，只有他自己孤獨的躺
在那裡，唯一陪伴他的就
只有那座已成為河南省文
物保護單位的藏書樓了。
陳德馨藏書樓位於許昌市
鄢陵縣柏梁鎮老莊村，建
造建於 1937 年，總面積
（包括地下室）計437平方
米。據《鄢陵縣志》記
載，陳氏先世書香門第，
後因家道中落，棄而學
商。其父陳誥，字豐州，
膝下四子，長子德燦，次
子德運，三子德馨，四子
德儉。後德儉在德馨的啟
發下，齊政辦學，以孫中
山的三民主義，命名「三
民學校」。1936年，德馨
出資，德儉督建，在校中
建一書樓。德馨又出2000
塊大洋購置書籍，以此廣
結愛國人士，會友論政，
傳播理論科技。德馨抗日
殉國後，德儉改書樓為
「陳德馨紀念堂」。

「我們部隊上陣後，一定要殺敵立功，如打不
敗日本，就一個也別回來。」這是國民革

命軍獨立第5旅少將旅長鄭廷珍的抗戰誓言。1937
年10月16日，在山西忻口戰役中，鄭廷珍率部浴血
奮戰，以身殉國。

居住在簡陋平房
記者在鄭廷珍的老家——河南柘城縣牛城鄉北鄭
樓村一座簡陋的平房裡找到了他的嫡孫鄭然綜。
「我現在和95歲的母親一起生活，父親1958年就去
世了。」57歲的鄭然綜是個地道的農民，「雖然從
小就知道爺爺是抗日英雄，但因為是國民黨將領，
上學、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響。」鄭然綜說，自己
現在和母親靠政府每個月100多元的低保生活。
鄭廷珍將軍有三子三女，鄭然綜父親是原配所生的
長子，一家人一直生活在老家柘城，另外的幾個子女
分散在河南三門峽市和海南、北京等地。「十幾年前，
除小舅舅曾回來過，其他人就再沒聯繫過了。」

1983年被追認為烈士
1983年，民政部追認鄭廷珍為革命烈士。「當時

通訊不發達，我們一直不知道姥爺成為烈士的事，
直到1987年縣裡把姥爺的遺體從祖墳裡移到烈士陵
園。」鄭廷珍的外孫陳德珍告訴記者。
因為表弟鄭然綜家生活比較困難，陳德珍曾幫助
表弟整理了一份材料上報縣政府申請照顧，「材料
遞上去就石沉大海了。」
在陳德珍的記憶裡，姥爺鄭廷珍是個真漢子、大
英雄。「姥爺在我們這一帶很有威望，村裡的老一
輩提起來都以他為榮。」
抗戰爆發後，鄭廷珍曾三次到南京請戰，前兩次
都沒獲准，第三次才批。「因為他不願中國人打中
國人，曾與紅軍達成互不侵犯的協議，對紅軍睜一
隻眼閉一隻眼，蔣介石對他不放心，怕他抗日是
假，投共是真。」

「不打退日本人 絕不回家」
1937年，鄭廷珍從南京請願成功，率部經過柳河

火車站時，派人接自己的母親見了最後一面，「兒
子不孝，日本人無惡不作，如不打退日本人，絕不
回家。」鄭廷珍說完這句話，跪在地上給母親磕了
幾個頭就扭身走了。
據鄭廷珍的貼身護衛口述，鄭廷珍在戰鬥中兩次
身負重傷，第一次負傷後，經醫護人員搶救，剛脫
離生命危險就再次上陣殺敵。隨後，他在與敵人搏
鬥時再次負傷，因失血過多，再次面臨生命危險。
在傷勢剛剛穩定的情況下，第三次上戰場，不幸中
彈身亡。
如今，鄭廷珍靜靜地躺在柘城縣烈士紀念陵園
裡，他的墓碑矗立在整個陵園最醒目的位置，上邊
鐫刻的文字除了介紹鄭廷珍的生平功績外，還有忻
口戰役的歷史意義。「忻口戰役是抗戰初期華北地
區規模最大、歷時最久、戰鬥最激烈的一次戰役，
是國共合作抗日的典範戰例，在中國抗戰史上具有
重要的戰略意義。戰役結束後，國共雙方分別發表
祭文，舉國哀悼兩萬餘名陣亡將士。」

未到鄭然綜家之前，記者已經從其鄰居處聽聞其家庭
在當地算是比較窮的。但是打開鄭然綜家大門的一瞬
間，記者還是被眼前的場景嚇住了。院子裡栓了幾隻
羊，地上隨意擺着玉米、花生。昏暗的房間裡躺着一位
老太太，她端着碗，正剝着花生，旁邊站着一個瘦弱的
小男孩。鄭然綜告訴記者，這位95歲的老太太是他的母
親，小男孩則是母親撿來的。「在路邊看見，沒人管，
就把他領到家了。雖吃得不好，但我們有一口飯就給他

一口。」
老太太現在已經看不見也聽不見了，幾年前的一場車

禍更是讓她一直癱瘓臥床，但她感覺到家裡來人了，便
不時地用手去拽被子，想要遮住自己殘疾的腿部。老太
太一直大聲說：「家裡來客人啦？快讓人家在家吃午飯
吧。」
小男孩一直在老太太耳邊大聲當着翻譯。14歲的男孩

早已經不上學了，「在家照顧奶奶，餵餵羊。」

兒媳癱瘓臥床 年屆95歲

■■河南每年都會舉行河南每年都會舉行
聲勢浩大的紀念英烈聲勢浩大的紀念英烈
活動活動。。 政府網站圖片政府網站圖片

■鄭廷珍墓被立在河南商
丘市烈士陵園最顯眼的地
方。 實習記者徐夢遠攝

■國民黨烈士鄭廷珍。 網上圖片

■■鄭廷珍外孫鄭廷珍外孫——陳德珍給記陳德珍給記
者講述當年姥爺的故事者講述當年姥爺的故事。。

實習記者徐夢遠實習記者徐夢遠攝攝

■■鄭廷珍兒媳邵新蓮鄭廷珍兒媳邵新蓮
癱瘓在床癱瘓在床，，生活不能生活不能
自理自理。。 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徐夢遠徐夢遠攝攝

■國家追認鄭廷珍為革命烈士的證書。
實習記者徐夢遠攝

將
軍
請
願
作
戰

將
軍
請
願
作
戰

跪
別
母
親
殺
敵

跪
別
母
親
殺
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