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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薄薄的报纸能承载多少重量？一张轻轻的报纸能承载多少回忆？对于81岁
老党员应章起来说，《永康日报》陪伴他走过了10年抗癌岁月，是他得以永葆健康的精

神食粮。在他看来，《永康日报》像一束阳光，照进他的生命，赋予他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让
他以平和开朗的心态去迎接挑战。

本报讯（融媒见习记者 胡莹璐） 12

月 9 日中午，东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她的哥哥走失了，且 8 日晚上彻夜未

归。接到报警，该所民警马上联系了千喜

救援队进行支援。

11 时 30 分，千喜救援队队员沈思炀

第一时间赶赴东城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

下开始查阅监控。根据老人的体貌特点，

利用人脸识别系统，他们很快锁定老人于

早上 9 时左右曾出现在白云工业功能分

区。千喜救援队 8 名队员闻讯，立即赶往

白云方向开始地毯式搜寻。

不过，寻找一个小时后，老人还是

没找到。这期间，沈思炀不敢停歇，仍仔

细查阅监控。可“顽皮”的老人却好像在

跟他们躲猫猫，在新330国道附近又走进

了监控盲区，无迹可寻。

老人是个聋哑人，从东库街开始出走

也是绕行了大半个永康城，天气严寒彻夜

未归，还可能长时间未进食，老人的妹妹

在派出所里焦急万分。考虑到老人安危，

民警和沈思炀心里更是焦灼。功夫不负

有心人。12 时 30 分，他们再次发现老人

出现在永康农贸城。

“我们一刻不敢耽搁，十分钟就赶到

了。”千喜救援队队员颜银菊回忆，“当时

老人就坐在一个小吃摊前，摊主和我们说

老人写了个数字条，但是看不懂，也帮不

上忙。老人当时状态还好，就是可能长时

间未休息稍显木讷。”

下午 1 时左右，老人被送到东城派出

所。看到找回的大哥，妹妹悬着的心这才

放了下来。她感激地询问队员们需要支

付多少寻人费用，却被告知这是免费的公

益行动。过意不去的妹妹坚持要请队员

们吃个午饭，也被婉拒了。为表示感谢，

老人的妹妹最后通过微信给千喜救援队

发了一封感谢信。

像这样的寻人公益行动，几乎是千喜

救援队的家常便饭。仅今年 12 月以来，

他们就已经协助18个走失的老人、小孩顺

利归家。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付出不求

回报的人，我们的城市才变得更加温暖。

老人离家“躲猫猫”
救援队员紧追不舍

读报成为习惯
12月13日，记者走进位于永拖路

的应章起家，近距离了解他与《永康日

报》的故事。

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壁

上用夹子夹好的厚厚一叠《永康日

报》，每一张都细心地压得平平整整。

说起喜欢《永康日报》的原因，应章起

告诉记者，他爱好不多，青年时期投身

军营就一直热爱阅读，退休在家后更

是爱上了读报纸。

2013 年，应章起被确诊为肺癌，

阅读《永康日报》就成为他每日雷打

不动的习惯。对他来说，读报不仅是

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享受、一剂对抗

病魔的良方。“阅读能让人时刻保持

探索的欲望和年轻的心态，阅读《永

康日报》让我感觉我还是个年轻人，

还关心永康事、天下事，还有判断能

力和逻辑思维，这就是我能够坚持抗

癌十年的内在原因。”应章起说，他的

日常生活就在一杯茶、一张《永康日

报》间拉开序幕。

应章起拉开一把藤椅招待记者坐

下，然后进屋拿出了厚厚一叠读报笔

记和他收藏的《永康日报》。十多年

来，他一直有收藏《永康日报》、写读报

笔记的习惯。读报已经超过 15 年，可

谓是《永康日报》的忠实粉丝。

读报使人心安
应章起说，他最喜欢阅读《永康日

报》的社会版、天下·速览版以及特别报

道版。他拿出一张2017年12月19日

的《永康日报》，上面详细介绍了我市

“井型”公交路线的改造。“我腿脚不方

便，出门经常乘坐公交车，《永康日报》

详细呈现了公交车运行路线，让人一

目了然。”他说。

接着，应章起又拿出一张2014年

3月7日的报纸，在天下·速览版上，聚

焦机关事业单位“并轨”几个大字异常

醒目。“我们老年人其实非常关心养老

制度的改革，每当有政策性的文件以

及有关评议报道，我都会仔细阅读。”

应章起说，每当有新事物出现，他都有

一种强烈的兴趣感。

“2021年6月26日推出的特别报

道，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以高

铁发展为切入点，展现了新科技为开

拓新市场、五金文化推广等方面作出

的巨大贡献。‘永康五金号’助永康五

金畅行神州，我心潮澎湃，恨不得也坐

上高铁欣赏沿途的好风光。”

十年来，应章起身边的多位病友

一一离世，他却依旧保持健康的身体

和清醒的头脑。“唯有读报使人心安。”

在他看来，读报是保持健康的“独门秘

方”，让他“永葆青春”。

融媒见习记者 陈宏宇

微信扫码订阅

应章起在阅读《永康日报》

《永康日报》成八旬老人的抗癌良方

读报15年让他“永葆青春”

在象珠镇郎川村，有一座占地 300

平方米、保存完好的院子，名叫姚家大

院。“凹”字形的特殊构造、精美的雕梁

画栋，完整地呈现出典雅的古建筑风

貌，它还具有一定的艺术研究价值。

姚家大院还有另外一层特殊的身份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成立旧

址。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是解放

战争时期共产党在路南地区的主力部

队，为解放永康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支

部队是如何建立的？一切还得从 1947

年说起。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民党在正

面战场的军队人员和战斗力急速削减，

国民党当局征集大量青年补充军队，用

尽人力物力打内战。为了配合全国的

解放战争，1947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

指示，指出党应“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

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

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根据中央

的指示精神，中共浙东临委结合浙东地

区的实际情况向各地发出《关于反抽丁

斗争的指示》。

为了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浙东临

委的指示，永康的共产党人在坚持武

装斗争的同时，精心组织了以抗丁、抗

粮、抗税为主要内容的“三抗”斗争。

1947 年 7 月，金华武工队与处属部队

在永、武、缙、丽 4 县交界处的雪峰山会

师，并成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

总队，金华地区武工队编为第三大队，

应飞任大队长。

成立抗暴自救军后，会师部队发

出了《告同胞书》，公开号召人民群众

团结起来，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独裁和

内战政策。这是自 1945 年 9 月浙江新

四军北撤后，金华、丽水地区革命形势

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两地党领导

的人民武装公开打出了旗号，向国民

党反动派的斗争由地下秘密状态转为

公开进行，继而，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

拉开了大幕。

1947 年 10 月 31 日晚，为了破坏国

民党征粮，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应

飞率领游击队 50 余人来到清渭街，包

围了清渭区公署。区公署里空无一人，

游击队战士迅速打开边门，进入田粮所

内，把全部征粮单据都搬到区公署外面

的晒场上，一把火烧成了灰烬。随后，

应飞率部直扑芝英和古山，将这两地的

征粮单据也一举烧毁。

1948 年 1 月中旬，国民党永康县长

郑惠卿亲自率四五百兵员，气势汹汹地

开赴四十四坑，企图清剿共产党的游击

根据地。面对严峻形势，第三大队决定

不与国民党军队硬拼，部队迅速跳出包

围圈。同时，李文华、胡一元率领的永

康自卫中队获悉国民党军警倾巢出动、

县城空虚，于1月27日夜率部对永康县

城发起了突袭。游击队第一次进城战

斗，在永康全县震动很大。郑惠卿眼看

后院起火，慌忙率兵回城，清剿计划也

就成了泡影。

根据形势需要，1948 年 1 月，中共

浙东工委改为浙东临委，并以浙赣铁路

为界，将金萧地区划分为路东、路西、路

南三个地区，统属于浙东临委领导。其

中路南地区以永康为中心。同年 6 月，

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第八大队

来到永康，与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

总队第三大队合编，正式宣布成立浙东

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支队长应飞、政

委卜明。

六支队成立后，即印发了《告各界

同胞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

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坚

决的斗争，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六

支队的成立，也将路南地区的革命斗争

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时代在变，但精神永续。经历了百

年岁月风雨的侵蚀，姚家大院已有些褪

色，而这里的红色故事依旧鲜亮，在新

时代散发新的美丽，接续感恩奋进的力

量。以姚家大院为中心的郎川村正在

积极探索“红色旅游+绿色经济”的乡村

振兴之路，依托红色资源集群、特色农

业以及美丽乡村观光项目，推进红色文

化和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盘活农村各类

资源，不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

力，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在全村的

共同努力下，郎川取得了一张又一张

“名片”：2009 年通过了市“百村整治”

验收，2011 年被评为金华市森林村庄，

2012年被评为美丽乡村秀美村。

从挖掘、传承传统文化到竭力培育

红色文化基因，从保护、修缮革命遗址

到举办各类红色旅游活动，郎川村始终

将红色文化、传统文化视为革命老区发

展的源动力，谱写出革命老区发展新篇

章。如今的郎川，走出了一条以红引

人，以绿留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融媒记者 吕晓婷

革命老区沐春风 红色根脉促发展
郎川——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在这里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