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本老干部离
休荣誉证，陪伴主人
才 14 年，却跟随一

位媒体人长达23载。
日前，这位媒体人即将退

休，清理办公室物品时，拆开一
个密闭大信封，忽然发现这本
荣誉证。于是，尘封的记忆打
开，迟滞 23 年的寻访开启，深
埋的心愿得以了却。整个寻访
过程曲折有趣，不失为一次致
敬与感恩之旅。

这本荣誉证的主人叫金大
兴，而这位媒体人正是笔者。

原市商业局干部金建华（左）和原市糖烟酒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金建华（右）合影
融媒记者 李智耿 摄

9 月 26 日下午，23 年后再次见到

这本荣誉证，悔意、焦虑、感奋等情

绪，瞬间涌上笔者心头，久久不能自

已。

现在看来，笔者当年“荣誉证主人

是志愿军老战士”的猜想，太过主观臆

断，导致事与愿违，留下憾事。如果笔

者当年就主动寻找，而不是坐等前来

认领，或许荣誉证早已物归原主。如

果不是笔者将其藏得太隐蔽，几次搬

迁却没有被发现，加上被琐事裹挟，一

拖再拖，也不至于退休前几天才仓促

启动寻访，大大增加寻访的难度。更

令笔者愧疚的是，23年来，久寻无着的

荣誉证主人及其家人，该会多么的苦

恼和遗憾啊！

笔者退休时间为 9 月 29 日，当时

职场生涯仅剩三天半。“此番压哨寻

访，能让荣誉证完璧归赵吗？”焦虑、无

助情绪持续发酵升腾，恰似一个硕大

的气球，压得笔者喘不过气来。唉，没

承想，自己的职场谢幕方式竟然如此

之“悲壮”！

就这样，捎上责任和心愿，怀揣致

敬与感恩，迟滞 23 年的压哨寻访，在

喜乐昂扬的 75 周年国庆氛围中出发、

推进。

“非常之事，当用非常之策。”笔者

借助政府资源，挖掘人脉资源，各种寻

访手段齐头并进，火力全开。得知笔者

的寻访目的，被求助者的言行举止，无

不透露出对荣誉证主人的尊崇之情。

——9 月 26 日下午，原市财税局

退休老同志反馈，金大兴早已于 2002

年 7 月去世，他妻子去年离开人世，其

子女情况则不详。

——9 月 27 日上午，市委组织部

部务会议成员、老干部科科长李绚娅，

不厌其烦通过多种途径帮助了解相关

线索。她说，金大兴有个儿子叫金建

华，曾任职原市糖烟酒公司。

——9 月 27 日上午，市财政局人

事教育科科长沈露露，费尽周折陆续

提供有效线索，并发给笔者金大兴生

前的家庭住址。当日下午，笔者前往

该地址敲门打听，却无人应答。

——9 月 27 日上午，市国资办党

委委员、副主任王新格热心地为笔者

找出原市商业局金建华的手机短号。

各路信息纷至沓来，笔者如获至

宝。梳理上述反馈信息后，笔者发现：

金建华这个名字，竟有俩人与之对

应。那么，哪个金建华，才是金大兴的

儿子，才是那本荣誉证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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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滞迟滞2323年的寻访之旅年的寻访之旅
——一本老干部离休荣誉证引出的佳话

2001 年 9 月的一天，笔者在办公

室首次发现这本荣誉证，旋即向同事

询问其来历，可回复都是“不知情”。

作为科室负责人，笔者多了个心眼，遂

将其装进一个大信封，并粘住口子，静

候主人前来认领。

荣誉证显示，金大兴，1930 年 10

月出生，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可

谓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他长期在我

市财税局工作，为人耿直，踏实肯干，

广获好评，也是一位新中国的建设者。

当时，笔者有种猜想，荣誉证主人

可能是志愿军老战士。2000 年 9 月，

笔者策划推出一个栏目《可爱的人 难

忘的歌》，旨在报道健在的永康籍志愿

军老战士那些精彩难忘的故事，持续

几个月在《永康日报》丽州特刊上推

出。

此栏目刊发后，得到许多老战士

积极主动响应。这些当年最可爱的

人，将珍藏的老照片，以及荣誉证、奖

章等送到报社，供拍照配图。报道见

报后，他们很快就会乐呵呵前来取

回，很少出现上述实物滞留在报社的

情况。

此后 23 年，笔者多次搬迁办公

室。无论是在同一幢办公楼，还是两

次随单位搬家，笔者都将这个大信封

当作宝物而随迁、珍藏，期待早日物归

原主。笔者深知，此证承载着老人一

生的光荣与梦想，是一笔不可多得的

宝贵精神财富，理应得到珍视善存。

出乎意料的是，荣誉证主人金大

兴不是志愿军老战士。据此推断，此

证并非为配合上述栏目而送到报社。

那么，它怎么会出现在笔者办公室，又

是被谁带到报社来的？时隔 23 载，物

是人非，此证来历估计已成难解之

谜。

荣誉证是个谜 大信封是个宝

迟滞23年的寻访 压哨的职场谢幕

找到两个金建华 锁定目标费周折

笔者采用排除法，锁定其中一个。

9 月 27 日上午，笔者打通了王新

格提供的金建华手机。对方得知笔者

的用意后，十分耐心地回答说，他父亲

不是离休干部。正当笔者有些失望之

际，孰料他主动热情地说，他与原市糖

烟酒公司金建华认识 30 多年，乐意找

出其手机号码，便于笔者联系。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同一天傍晚，笔者迫不及待与

原市糖烟酒公司金建华通上电话，并

证实了其身份信息，他就是金大兴儿

子金建华！笔者大喜过望之余，灵机

一动，郑重邀请他隔天上午做客广电

广场，与另一名金建华一道接受采

访。

时间一到，他俩应约而至，感人的

氛围感瞬间拉满：刚一见面，就迫切地

异口同声叫唤“老同”，握手，拍肩，说

笑，亲密无间。老同者，同名同姓之谓

也。漫漫人生路，芸芸众生中，有此独

特际遇的，能有几人？一旁记者用相

机定格了这一难得的温馨一幕。

俗话说，“缘分天注定，缘由说不

清。”30 多年前，他俩殊途同归在我市

商业系统工作。原市商业局的金建

华，1989 年从市职技校考入政府系

统，被安排到市商业局工作，后下派到

百货公司担任总经理。他现任明珠建

设集团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另一

名金建华则一直在原市糖烟酒公司工

作，曾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他俩同名同姓同系统，由此爆出了诸

多生活工作上的奇闻趣事，愈加增进

了彼此的情谊。

无意之中，笔者此番寻访之旅，又

为他俩的人生奇趣添上了特殊的一

笔。就在广电广场，他俩拍下了 30 多

年来的首张双人照。

嘹亮国歌声中，耀眼国旗红里，三

天半满负荷的寻访之旅，结局还算圆

满。究其因，三个关键词“老干部离休

荣誉证”“国庆”“建华”浑然天成，建构

起了一种“致敬与感恩”的情绪链。正

是在其驱动下，整个寻访过程高效运

转，如有神助。而这种“神”，不正是天

道人心吗？

通讯员 何福安

见面彼此叫“老同”30多年首次合影

“曾祖父曾三次回永康续谱，第一

次回去时村里只有一名80多岁的老太

太认得出他，才允许他进祠堂翻阅族

谱。后来，他每隔三年去一次，终于在

第三次成功领回修订后的族谱。他的

两个小孩名字也列入家谱里面⋯⋯可

否麻烦贵报帮忙找一找我们的亲人？”

日前，本报收到一则求助信息，求助者

是来自杭州市桐庐县的陈勇强。

“我们兄弟几人曾多次陪同父亲回

永寻亲，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现在，父

亲年岁越来越大，心中一直牵挂着这件

事，才想到请你们帮忙。”陈勇强说，虽

然自己和家人都没有在永康生活过，但

心中一直觉得永康非常亲切，如果能找

到老家信息，不仅能为 86 岁的父亲完

成夙愿，还能向后代说清自己的根究竟

在哪里。

陈勇强告诉记者，自懂事起，自己

的学籍档案籍贯一栏一直填写的是永

康。但这是一个既亲切又陌生的地

方。尽管自己从没在这里生活过，多年

来还是关注着家乡的发展，也为家乡这

些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感到骄傲和

自豪。为了更好地找到老家线索，他还

专门整理了一个《寻永康老家情况介

绍》的文档（扫一扫下面二维码查看

详细情况），里面记录了长辈遗留下的

一些信息。

记者认真翻看陈勇强提供的信息，

发现其寻亲线索主要有四条：其一是其

生于 1863 年的曾祖父陈家贵（曾用名

“陈永利”或“陈振富”）在 15 岁左右和

亲戚一同前往桐庐后失联，曾祖父曾三

次回乡参加族谱修订（分别是1904年、

1908 年和 1911 年），将两名孩子陈锦

源（1898 年生）和陈锦妹（1904 年生）

的名字纳入谱中；其二是这本陈氏族谱

封面是红色的，有上下两侧，上册为家

族渊源和发展情况，下册为修谱所在村

庄和祖宗陵墓位置情况，据说家谱按惯

例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都要拿出来晾晒；

其三是陈家祠堂面前有一口水塘，家里

的家具上写有“颍川”（陈氏堂号）字样，

另外有写“鼎甲名贤”（估计是历史上赐

匾的名称）；其四是 20 世纪 50 年代曾

有从永康来的铜匠师傅说认得陈勇强

的曾祖父，说曾祖父家是在一个“江瑶

坞”的地方。

“我们顺着这位铜匠师傅所说的线

索找了好多次，都没有结果。估计他当

时说错了，或者年代久远有所偏差了。”

陈勇强遗憾地说，“毕竟时间太久了，我

们也知道要找到非常难，但如今我父亲

和姑姑们都已到耄耋之年，根在永康的

他们心中始终抱有遗憾，希望你们能帮

帮忙⋯⋯”

追本溯源，孝宗敬祖。家族意识和

孝悌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宗族和血缘让人们

的认同感、荣誉感凝聚在一起，不断地发

展壮大，才会有民族不断凝聚的发展力

量。陈勇强一家的寻亲之旅已经跨越半

个多世纪，或许困难重重，但这件事本身

就代表着宝贵的宗族文化，这场寻亲能

否圆满？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向本报提供

宝贵线索（联系电话：18314911008），一

起帮助陈勇强一家完成夙愿。

融媒记者 胡锦

陈家兄弟想帮
父亲完成夙愿
希望有线索的市民

可以帮帮他们

扫一扫

查看《寻永康老家

情况介绍》详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