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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广大读者暑期学习
需求，6月10日至9月1日，聊城
市图书馆延时开放，自修区（二
楼至四楼）开放时间为 8:40—
18:30，借 阅 区 为 9:00—17:00
（均周一闭馆）。图为6月17日，
市民在聊城市图书馆内学习。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动全民
阅读，加快书香聊城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

本报记者 孙文辉 马珂欣 摄

本报记者 张目伦

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
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
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先烈大多数没
有留下姓名。目前，有姓名可考、已列入
各级政府编纂的烈士英名录中的仅有
180万人左右。为烈士确认身份、寻找亲
人，让他们从“无名”到“有名”、从“有名”
到“留名”，近年来，聊城“为烈士寻亲”小
组一直为这一目标努力着。6月16日，记
者走近这一群体，聆听他们寻访临清籍
烈士张子英革命足迹的故事。

张子英，这个名字对今天的聊城人来
说可能有些陌生。他是中国工农红军西
路军指挥员，但聊城现有的革命史料中并
没有相关记载。幸运的是，在聊城革命烈
士纪念馆布展过程中，有人提到了这个名
字。获得这一重要信息后，聊城“为烈士
寻亲”小组便着手准备张子英相关史料的
征集、完善等工作。

经多方查阅、寻访，聊城“为烈士寻
亲”小组有了重要发现。《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方面军人物志》、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纪念馆和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董振堂事
迹陈列馆均有张子英的相关记载：其出生
于1901年，山东临清人，中共党员，宁都起
义爆发时参加红军，1935年9月调红四方
面军工作，先后担任红30军司令部作战科
长、红西路军骑兵师第三团团长、红30军
第88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鄂豫皖、川陕
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反围攻作战及红四方
面军长征和红西路军艰苦作战。1937年1
月，配合骑兵师支援红五军高台战役，在
小海子滩作战时牺牲。

为了进一步核实、征集张子英烈士
的相关资料，今年4月25日至30日，聊城

“为烈士寻亲”小组一行6人，赶赴甘肃省
武威市、张掖市、高台县、临泽县等地开
展实地寻访。聊城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
服务中心主任赵振刚介绍，在这期间，

“为烈士寻亲”小组走访了古浪战役纪念
馆、高金城烈士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
路军纪念馆、王铭五事迹陈列馆、梨园口
战役纪念馆等5个红色场馆，收集了5本
历史文献书籍及一些资料。

古浪战役纪念馆史料显示，红九军
在古浪战役中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
伯稚等20余名团职以上干部牺牲。馆方
提供的《西路军建制序列表》显示，张子
英所在的红 30 军第 88 师是西路军主力
部队，承担着攻坚作战任务。

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为
烈士寻亲”小组通过查阅《西路军烈士名
录》《高台县志》等文献，确认了张子英师
级干部的身份。张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及党史办有关专家介绍：“张子英在1937
年 1 月高台战役期间，率 88 师一部驰援
高台，在小海子滩遭马家军重兵围堵。
根据《西路军战史档案》记载，在战斗中，
张子英身先士卒，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
最终壮烈牺牲，时年36岁。随后，“为烈
士寻亲”小组寻访了张子英牺牲地张掖
市高台县明水滩战斗遗址，并向纪念碑
敬献了花篮。

“为烈士寻亲”小组通过查找史料，也
有新发现：张子英“兼任骑兵师第三团团
长”有明确记载。赵振刚表示，通过多馆
史料互证，1931年，张子英策划、组织、参

加了宁都起义，1936 年随红四方面军西
征。后来，张子英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第88师政治部主任，是聊城首位经官方史
料确证的师级干部。“张子英是88师核心
领导成员，该师在西路军作战中歼敌最
多、牺牲最重。”赵振刚说。

“为烈士寻亲”小组驱车往返4000余
公里，一路风尘仆仆，终于寻找到先烈的
革命足迹。梳理好这些珍贵史料后，聊
城革命烈士纪念馆第一时间制作成展
板，并将展板设置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方
便参观者了解、学习张子英烈士的英勇
事迹。

与此同时，“为烈士寻亲”小组通过
询问及查看张氏家谱，结合村民提供的

“离家时间”“出生时间”“堂兄弟参加革
命者很多”“张英才改名”等信息，确定张
子英为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北关村人。至
此，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级别最高的聊城
籍红军干部张子英烈士的身世之谜终于
解开，这场跨越山河的为烈士寻亲之旅
终于画上句号。目前，“为烈士寻亲”小
组已经为12位烈士找到了“家”。

从聊城东昌湖到张掖明水滩
——“为烈士寻亲”小组寻访临清籍烈士张子英的革命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