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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老人食堂是徐祥青生前最大的心愿，也
是他生命最后阶段最牵挂的事，他希望“让手脚
便利的老人一日三餐有温饱，让手脚不便利的
老人们也可以吃到送上门的热腾腾的饭菜”。

2014年春节前夕，名为“大徐村居家养老
中心”的老年食堂落成，但徐祥青没有等到它
开张就走了，从此，村里的老人更喜欢叫它“祥
青食堂”，以此寄托对徐祥青的感恩和哀思。

3月29日上午10点30分，记者来到这个窗
明几净的食堂。食堂里，头发花白的老人们正
拉着家常，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食堂的一
面墙上挂着一个彩电，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看
电视剧。其间，不断有老人缓步走进食堂。

“这都得感谢祥青啊！”85岁的徐建林老人
精神矍铄，说话爽朗。他告诉记者，现在有近
20位老人每天到食堂就餐，年纪最大的93岁，
最小的也有81岁了。村里有一个老太太生病
在家，躺在床上不方便过来，食堂还专门安排
人每天送饭菜上门。

记者看到，很多老人把食堂当成了自己
家，日常腌制的菜肴就存放在这里，喜欢喝两
口的还把自家酿制的白酒、药酒摆在餐桌上。
徐建林老人说，饭菜上来了，大家找到自己习
惯的位置吃饭，非常惬意！

大徐村支书翁荣良也接过话头说，这些老
人大多并不是孤寡老人，很多都是子女不在村
里没人照顾，现在有了这个食堂，不仅解决了
他们一日三餐的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这里
还是一个活动场所，吃饭前，大家提早一点过
来，一起聊天、看电视，也就不再孤独寂寞了。

翁荣良说，这个食堂全靠徐祥青才能建起
来。徐祥青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拖着病
躯奔赴杭州上了一档电视节目，向人们道出了
他要建老人食堂的梦想。也正是在他的感召
下，社会各界为老年食堂捐资60余万元，让老
年食堂得以在2014年春节前夕建成。但遗憾
的是，食堂开张了，徐祥青却走了，他希望和村
里的老人们在食堂里欢欢喜喜地一起吃一顿
饭的心愿也成了永远的遗憾。

说到这里，旁边的徐建林和其他老人都忍
不住落泪了。徐建林说，每年清明节，他们会
一起去徐祥青墓前祭扫，告诉徐祥青村里的老
人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重走英烈路 徐祥青
4年前，年仅47岁的象山县公安局民警徐祥青走了。
清明节临近，雏菊寄哀思，记者再一次来到象山县公安局和徐祥青生前关爱的大徐镇大徐村，一路追寻英烈的足迹和精神传承。

徐祥青走了，但徐祥青的爱民之心却
延续了下来，象山县公安局全体民警接过
他的旗帜，2014年2月9日，就在徐祥青
去世4天后，象山县公安局成立了“徐祥
青爱民警队”。这支队伍的力量在过去几
年中迅速扩大，从成立之初的100余人扩
展到现在的2000余人，涵盖了象山县公
安局民警、职工和协辅警。

前些天，象山县公安局收到一面锦
旗，是家住余姚市区的84岁老人邵菊先
送来的，一起来的还有她的老伴和儿子，
她想找到送她回家的那位民警。

邵菊先说，自己脑子有时候不灵光，
去年秋天，她在宁波买票坐车回家，结果
买错票坐错车到了人生地不熟的象山。

等到中巴车司机把她送到一个派出
所时，天已经快黑了，派出所民警正准备
吃晚饭。值班民警二话没说，先安排老人
吃饭，然后找来同事将老人送回了余姚的
家中，那位民警做完好事没有留下任何信
息就离开了。

“徐祥青爱民警队”负责人曾赛飞介
绍，后来他们找过好几次，但至今都不知
道是哪位民警做的好事。而像这样的故
事，几乎每天在他们各个警队里发生。如
今，谁有困难，警队的所有队员都会自觉
自发地伸手去帮助。

据了解，“徐祥青爱民警队”每年都会
组织各类公益活动，每位成员根据自身情
况认领，每月每周按不同主题进行活动。

几年来，“徐祥青爱民警队”已经开展
了助学结对活动、植树活动、越野徒步环
保活动、夏日送清凉活动、重阳节陪老人
出游活动等，在社会上传递起蓬勃的金盾
正能量。2016年度，“徐祥青爱民警队”
荣登浙江好人榜，荣获“象山慈善奖”志愿
者服务奖等荣誉。

曾赛飞说，这一切的爱都源自对徐
祥青精神的传承，源自一颗颗警心的一
片片赤诚，更源自“徐祥青爱民警队”对
人民的爱。这爱，在继续，在传递，在播
种，在成长……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贺恺 廖菲 胡黛虹

徐祥青的父亲徐振伦今年也已82岁高龄，依然居住在村里
的老宅，义务管理村里的殷夫故居公园。他已经管了22个年
头，每个月工资从200元涨到现在的500元，不过都被他补贴到
故居和公园的维修上：灯泡坏了，他自掏腰包；窗户木头坏了，他
也自己动手修理。

在大徐村做了26年村支书的翁荣良说，徐振伦不善言
辞，做了好事也从来不跟别人说，但他听说了都记在心里。
徐祥青正是在徐振伦的熏陶下，具备了敬老爱老、热心助人
的高尚品质，徐祥青做的好事真的让人数不清。

翁荣良说，徐祥青刚参军入伍时，每月可以领到8元津
贴，但一直省吃俭用，当年春节前夕，将自己攒的20元钱汇
给了村里孤苦伶仃的五保户阿富公。第二年，徐祥青听说阿
富公离世了，深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痛，更加确
信孝敬老人一定要趁早。也就是从那时起，徐祥青将村里的
老人当做自己的亲人照料，尽心行孝，一做就是29年。

徐建林说：“我是他家邻居，是看着他长大的。小时候他
很顽皮，到部队后成熟了，对我们大家非常好。要说他做了哪
些好事，真的数不清。他做的都是点滴小事，但让我们很感
动，他是真的把我们这些老人当做自己的亲人。”

据徐建林介绍，徐祥青工作后，每周末回家都要买些零食
和水果，到村里每个老人家里去看望一下，跟老人聊天拉家常。
碰上有老人生病或是腿脚不便，他更是买米买油，烧菜做饭。

2012年，徐祥青听到有老人念叨着想出去走走，立刻
就留心了。当年重阳节，他租来大巴车，载着70多名老人
前往大目湾新城、象山港大桥等地参观，就连几个腿脚不方
便的老人也在他的搀扶下兴致勃勃地踏上旅途。回来后，
他还自掏腰包在家里摆了几桌宴请老人，还给老人们准备了
酥饼当礼物。

重阳节出资带老人出游的习惯，其实徐祥青坚持了好几
年。徐建林对徐祥青充满了感激：“他跟我说要组织老人到外
面走走，我说要多少钱啊？他说一分不要，后来才知道钱都是
他自己掏的，这真的是我们大徐村老人前世修来的福分啊。”

“徐祥青爱民警队”的爱心

他做的好事数不清

“徐祥青爱民警队”为老人量血压。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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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青食堂”的老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