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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一个“带老兵回家”的承诺，花街镇阔塘后村花甲老人陈锡
庆开启了一场跨省跨国的“旅程”。在长达六个多月的“旅程”里，陈
锡庆写了一封又一封“寻找老兵”询问信，拨了一个又一个联系号码，
打动了刚开始不愿提供线索的无数老兵及其家属，集齐了该村 63 位
退伍或现役军人线索，为该村保存了半个多世纪完整的参军信息。

陈锡庆，1969 年到 1975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退伍在供
销社工作。去年7月，刚退休不久的他接到村委会任务，想做一件“大
事”，纪念那些曾经参军的老兵，同时鼓励现在村里乃至永康的年轻
人踊跃参军。陈锡庆说：“当时接到这项任务觉得挺有意义的，因为
整个永康恐怕都没有这样专门收集村里的参军信息的人。”

接到任务那天，他理了理脑海中的思绪，想到了那些曾一起当过
兵的战友,拿起电话就询问参军信息和照片。起初一切进展顺利，想
不到尔后频频遇到一时不理解的退伍军人及其家属，这让陈锡庆犯
了难。其中一位退伍军人已经举家迁到市区，打电话聊得好好的，一
讲到参军信息就含糊其辞。几次三番，陈锡庆一着急，索性上门拜
访。

去年 8 月酷暑天，不会开车的陈锡庆从村站牌上车，坐到紫薇车
站，又从紫薇车站乘车到华丰菜场附近。到小区才发现是一幢幢大
楼，根本找不到战友提供的门牌号。他爬上一幢楼的五层，高呼战友
名字，对面楼里探出一个脑袋：“锡庆，是这边啦！”这场看似乌龙的闹
剧却深深打动了这位战友及其家属，他们爽快地提供了照片并讲述
了自己的参军事迹。

“锡庆哥啊，我公公也当过兵，但是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这可
怎么办啊？”看到陈锡庆收集参军者信息，村里一位妇女极力想把公
公事迹推出去。可是事迹讲清楚很容易，拿到她公公照片却很难。
陈锡庆想了很久，灵光一闪：说不定村里骨灰堂有他照片呢！村里人
忌讳，一个个都不敢拿骨灰盒。陈锡庆自告奋勇，对那位妇女说：“要
不你告诉我骨灰盒位置，我上去拿吧！”他没有丝毫犹豫，取骨灰盒，
翻拍照片，爬梯子放回骨灰盒⋯⋯这简单的举动，在村民心中留下深
刻印象：“可能自己家属都忌讳呢，为了做好这件事情阿庆也是豁出
去了！”

在陈锡庆收集的 63 份信息里，一位退伍军人情况有些特殊，他
已经离世，亲属也举家移民加拿大。陈锡庆没有联系方式，问了好几
个中间人，才要到他们在加拿大的号码，打去越洋电话，有时还会因
为时差接不到。最后幸好家属了解情况后积极配合，很快就寄回了
老兵照片。

在阔塘后村老年会，63 位退伍或者现役军人的履历和照片被放
到橱窗里展示，许多到阔塘后游玩或探亲的人看到后都会感叹：用这
种方式纪念老兵确实是用心良苦，而且很有纪念意义。老兵们的态
度也因为陈锡庆的真诚渐渐转变：村里都在展示我们的参军事迹，我
们觉得很光荣呢！

阔塘后村，这个位于花街镇三十里坑中部800多人的村落，拥有
悠久从军史和从军传统的红色区域。在那个充满热血与激情的年
代，曾有许多村民以战士的身份数年甚至数十年在一线保家卫国。
一张张身着戎装的照片，一段段质朴而又感人的简介，让无数参观者
回忆起了那段不常被提及却无法被遗忘的时光，以及那些几乎被历
史湮没的渺小而伟大的存在。

山高路远
也要带老兵“回家”

用部队口号当名字的组织并不常见，我市一二一公益协会恰巧就是
其中一个，而且里面的成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永康籍的退伍军人。说
起来，这支以服务老兵为出发点的队伍还颇具传奇色彩。

去年，在一个看似平常的圆桌饭局上，几位互不相识的食客不经意
间聊起自己的从军经历，其中有位叫应中柱的青年提议：何不在永康建个
老兵互助团？这个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酝酿已久的想法，很快获得了所有
人的赞同。他们仿佛受到了意念的召唤，迅速联系并召集了29名退伍老
兵。这29人就是一二一公益协会的初始团队。

成立协会的最初设想非常明确，就是帮助家庭困难的退伍老兵，以
及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对象，同时通过社团活动搭建老兵交际的平台。这
些设想成为了后来公益协会的宗旨，而这家协会也顺利成为我市首家且
是唯一的老兵服务组织。

去年，一二一公益协会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完成民间公益组织的
注册工作。去年 4 月协会刚成立时，成员数量还不到 100 人。截至目
前，这个年轻的团体已经汇聚各镇街区各年龄段 1300 多名退伍军人，
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不断吸纳新成员，成为了我市公益团队中不容
小觑的新兴力量。

关心帮扶困难老兵、祭扫烈士墓、集体献血、对接家境贫寒尤其是参
加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年逾九旬的老人⋯⋯一二一公益协会通过一
件件看似平凡却为人称道的事情，很好诠释了“公益心，战友情”。

当时，有位老兵家境贫寒，唯一的儿子因车祸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儿媳抛下幼女离家，偏偏又突遭不幸，房屋几乎被大火烧成灰烬。协会
核实后，在微信群发布了这条消息，并估算好恢复房子所需的物资经
费。成员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木材砖瓦的就出材料，很快筹集好了
所有修房需要的物资。修复当天小雨淅沥沥的，成员们在衣服湿透的情
况下，仍不愿意披雨衣撑雨伞，怕行动不便延误修复。受助战友和附近
村民无不被他们的善举感动。

一二一公益协会就好像一本厚厚的值得细细品味的书。今年世界
献血日，协会成员相约集体到位于步行街的爱心献血屋献血。看到100
多人的庞大献血队伍，连值班医生都忍不住感叹：以前最多也就二三十
个，这么多人我们都忙不过来啦！在花街镇，一对父子分别参加过抗美援
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近年双双卧病在床，家境困难到连买米买油都成问
题，成员自发筹款送去所需物资，花街镇听闻此事，将这户人家纳为扶贫
对象，成员们心里都很开心：以后不说别的，日常开支负担肯定减轻很多。

采访中，现任公益协会副会长的应中柱透露，接下来，协会还将结合
实际开展老兵职业技能培训，帮老兵找到职业定位，制定适合自身的人生
规划，帮他们解决长期的部队生活带来的社会脱节问题。

“多做公益事，退伍不褪色。”尽管公益协会吸纳的都是已经退伍的
军人，但每次聚在一起做善事时，他们总能表现出当年的军人本色，那是
舍己为人、慷慨奉献的精神，也是有难同当的战友情谊，还有有福同享的
美好愿景。

一二一，三个简单的数字，一群曾经在全国各地甚至飞赴海外捍卫
祖国尊严的勇士，在退伍后依然通过慈善的方式在社会上发挥余热。正
如一位老兵所说：一二一公益协会的组建，让我们找到了归属感，也让一
群有类似经历的人重拾信念，为同一个理想而奋斗。在未来的日子里，我
们愿意用善心触碰善心，用慈善唤醒慈善，通过老兵力量，谱写一首首爱
的奉献之歌，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老兵互助
诠释公益心战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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