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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近日，余瑞林得知
扬州市档案馆可以查询数字档案，立即求
助。在档案馆的帮助下，通过数字档案搜
索，找到了1947年苏中二分区《人民报》
有关公祭大会的报道和《前哨报》上发表
的肖于的8篇稿件和战友小陆的悼念文
章。

据《人民报》报道，苏中二分区在
1947年 11月底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
公祭大会，追悼当年牺牲的二分区烈士，
报道中提到的烈士，其中有肖于的名字；
二分区政委惠浴宇在《追悼死难烈士》的

悼词中，提到了肖于的名字。
更让家人们振奋的是，华中二分区早

在 1947 年 11月就在机关所在地泰州兴
化安丰镇（原中圩乡）盛家村建立了烈士
纪念塔。50年后即1997年，当地政府又
在安丰镇重建了烈士纪念碑。

当余瑞林把这些消息告诉叔叔肖峰
时，他号啕大哭，既是悲切，也是激动，更
有慰藉。近日，余瑞林等肖于后人前往兴
化华中二分区烈士陵园拜祭，在烈士纪念
馆见到了肖于的名字。“我们终于找到了
您的下落！”激动之余，余瑞林还专门给扬

州市档案馆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93岁
的肖峰也用颤抖的手写下“感谢扬州市档
案馆帮助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亲人、失落
的亲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肖于同志的烈
士材料”。

至此，距离肖于烈士牺牲已经过去77
年，在三代人的努力下，他终于与亲人“团
聚”了。同时，余瑞林表示，还将继续深挖
下去，“要把肖于烈士的事迹详细地挖掘
出来、记录下来，这不但是我们传承他遗
志的方式，也要让更多人了解和他一样的
烈士们的事迹，让更多人记住。

三代人坚持77年
扬州籍烈士肖于找到了

肖于原名余同庆，1926年出生于扬州市江
都区丁沟镇野田庄。由于同志们都叫他“小
余”，他便将名字改为了谐音“肖于”。他的弟弟
余洪庆也在参加革命后将名字改为了“肖峰”。

1941年，15岁的肖于投身革命。余瑞林
介绍，肖于在1941年夏天参加江都县文教科
工作；1942 年春天在江高中心县委工作；
1943年入党，同年调入湖东报社、前哨报社
工作；1944年夏天，调苏中二地委工作；1946
年任大众肥皂厂厂长；1946年12月转入苏中
二分区部队，任特务营二连指导员。

在工作中，肖于一直笔耕不辍。在生命
的最后八个月里，他在苏中二分区（即华中二
分区）政治部主办的《前哨报》上至少发表过8
篇文章，其中有《清剿圈内评功》《学习写稿的
经验》《推动连队工作的新形式》等。

“从他的文章里面，就能看出他的追求、
作风和为人。”余瑞林表示，肖于的作品体现
出他的正直、忠诚、担当，这一点也在1946年
停战时期他担任厂长和连队指导员的经历中
有体现。

1946年停战的时候，肖于担任大众肥皂
厂厂长，月薪有百余斤大米。他自愿用几十
斤大米来多交党费。战友见到的肖于，“总是
穿着一身旧军装，满手油污，像个工人，没有
一点厂长气味。”

而肖于一直注重学习，他曾对战友小陆讲：
“新华书店的书没有哪一种我没有买。”每月大
米到手后除了交党费、留下生活必需的份量之
后，其余的都被他用来换成书阅读、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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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王忆皛 记者 朱
鲸润）天气渐渐寒冷，近日，家住无锡市梁
溪区惠山街道曹一社区的94岁老人徐曼
华，拿出精心编织的60条围巾及自己出资
购买的60条毛巾，寄往黎平县城关四小，
帮助贵州山区的孩子们温暖过冬。自
2008 年汶川地震寄出的第一份“爱心编
物”以来，徐曼华老人已连续17年为贵州、
四川等地山区的孩子编织毛衣，跨越千里
传递浓浓温情。

2008年，汶川大地震带给了徐曼华巨
大的震撼，灾区孩子们流离困苦的情况令
她揪心不已。徐曼华催着子女帮她买来
各色毛线，耐心地编织起来，一件毛衣整
整织了一个星期，8件毛衣、8顶帽子织了
两个月时间……最终，在无锡市档案局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徐曼华编织的毛衣跨越

千山万水，送到了四川省汉旺镇汉旺小学
的孩子们手中，温暖了孩子们的身体，也
照亮了他们的心。

每年秋天，徐曼华就将编织好的毛衣为
孩子们寄出。从江南水乡到川贵山区，温暖
的毛线带去了她炽热的爱心，也将相隔千里
的她与孩子连接在一起。徐曼华常说，自己
对吃穿并没有那么讲究，退休工资的剩余也
可以力所能及帮助更需要的人。

而每年冬春时节的一封封感谢信，则
送来了孩子们对徐曼华最诚挚的感恩：

“敬爱的徐奶奶，您织的毛衣温暖了我们
的心田，您送的字典就像一位知识渊博的
老师，让我们在知识的世界里自由翱翔，
您的话我们一点一滴都会铭记在心，将来
我们也要努力成为像您这样帮助他人、奉
献社会的人。”

17 年来，徐曼华为山区的孩子们编
织爱心毛衣、围巾等500余件。社区为传
递弘扬她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精神，牵
头成立了“徐曼华好人工作室”，吸纳街
道机关党员、党建联盟单位党员志愿者、
社区志愿者。自工作室成立以来，已组织
志愿服务 20 余次，开展“爱心‘曼’无止
境 送暖环卫工人”“爱心围巾帽子送暖志
愿者”等行动，将“好人”精神发扬光大，
成为引领居民的文明风
尚标。“人越到高龄就越
觉得时间珍贵，平时练
字画画确实可以陶冶身
心，但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我总想着多做一点
更有意义的事情。”徐曼
华说。

1946 年底，肖于毅然投身解放战争
第一线。他曾说过：“班长不能当就从战
士学起。”可惜的是，直到现在他的家人都
不知道他牺牲的具体情况。

“几名战友都写过悼念他的文章，但
他们都不是我叔叔牺牲时的目击者。”余
瑞林介绍，以目前所掌握的线索来看，肖
于是在某地观察敌情时，被流弹击中头部
牺牲的。

由于缺少详细资料，肖于的牺牲地点
至今仍未确定，只能大致猜测在高邮、兴
化一带。不过，根据他在《前哨报》上发表
的文章来看，最后一篇文章发表日期为
1947年10月份，且已被标注为遗作，加之

其他佐证，可以推断肖于是在 1947 年 9
月份牺牲的。

当他的母亲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后，
悲痛欲绝，曾拖着病躯来到兴化和高邮一
带寻找，想带他回家，没能如愿。肖于的
弟弟肖峰辗转多地学习、工作，最终定居
杭州。几十年来，肖峰也一直牵挂着哥
哥。

余瑞林回忆，奶奶在弥留之际，仍然
牵挂着肖于，嘱咐家人一定要找到叔叔。
奶奶过世后，爸爸、肖峰叔叔和秀兰姑姑
三兄妹都一直通过各自的方式和途径继
续寻找肖于的下落。由于那个时候交通
不便，信息不畅通，他们也只找到一些零

散的资料和信息，始终不清楚他具体的生
平经历、牺牲时间和安息地。

余瑞林记得，自己的父亲快八十岁
时，还经常往江都跑，参加各类党史研究
活动，想获取有关肖于的信息。“他跑往扬
州、江都、高邮、兴化等地，不知有多少趟，
一直到去世，也没能找到肖于的下落。但
他精心保存了几十年来搜寻到的有关肖
于的信息资料。”

同样，肖峰无论走到哪里，也都设法
打探肖于的信息。他专门拜访肖于的老首
长惠浴宇，交谈中，得知肖于在惠浴宇身边
工作时的点点滴滴。同时，他还一直叮嘱
余瑞林，要把寻找肖于的事情接力下去。

“班长不能当就从战士学起”，他牺牲时年仅21周岁

历经77年，肖于烈士详细材料终被找到

连续17年！九旬老人为山区娃织冬衣

徐曼华老人与社区工作人员准备寄出毛衣 社区供图 扫码看视频

“77年了，历经三代人，我们终于找到
了您的下落！”近日，扬州籍烈士肖于的侄
子余瑞林深情地说出了这样一段话。1947
年，肖于在战火中牺牲，年仅21周岁。他
的母亲、哥哥、弟弟、妹妹和侄子等三代人
寻找了77年，日前终于找到了有关他的详
细材料，并确定位于泰州兴化安丰镇的华
中二分区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墙上，刻有
他的名字。12月5日，肖于的侄子余瑞林
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采访。

通讯员 扬档宣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庄剑翔

肖于

▶肖于后人前往泰州兴化祭扫
受访者供图

15岁投身革命，改名“肖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