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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
XIANDAIJINBAO

/广告

本报讯（记者 朱琳 通讯员 朱从谷 刘
崇春）来自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坪东镇的黄
成星怎么都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离开家
乡，离开熟悉的岗位，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

“来这里工作的第一个月，干了24天，
工资是3650元，扣掉水电费33元，拿到手
3617元，汇给老爸2600元！”7月3日，在余
姚市区锦凤路58号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汽油割草机的装配车间，黄成星自
豪地说。

今年25岁的黄成星长了一张娃娃脸，
乐观开朗。来余姚务工是黄成星有生以来最
远的出行。此前，他在家乡一直给一家补胎
店打工，修补各类汽车轮胎是他的强项。

从开始学徒的一天10元工资，到十年
后的每天100元报酬，将近13年，黄成星在
这家轮胎修补店从未“挪窝”。直到去年上半
年，生意越来越清淡的这家店实在撑不下去
了，黄成星才离开。

黔西南州兴义市坪东镇是余姚的扶贫
协作对口地区，黄成星在得知政府提供就业
扶贫岗位的消息后，第一个在村上报名。“我
们年轻人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先干两三
年，攒点钱，创业才可能变为现实。”黄成星
信心满满地说。

今年 4 月 2 日，黄成星从贵州来到余
姚，经余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线，
当天，“大叶园林”就为黄成星提供爱心扶贫
岗。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偶尔
加个班，工作餐免费、住宿免费，需要个人开
销的地方很少，生活充满幸福感。

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黄成星已经能
够完全胜任岗位的工作要求。“我跟一块来
的一个老乡住同一个寝室。”黄成星说，上完
夜班，他们俩会到公司附近吃点夜宵，聊天
时说的全是家乡话，“几乎天天跟父母通电
话，不会孤独。”小伙子笑嘻嘻地说。

他从黔西南远行来到余姚

政府提供扶贫岗位
小伙子越干越有劲

当时从部队退役的“胡柏万”回了原籍，可他的
原籍在哪？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于是他们从温州到
奉化，最后找到慈溪。

工作人员得知详情后，在慈溪市退役军人信息
库中一番查找却没有找到“胡柏万”，难道信息有
误？

“别泄气，我们再帮您查查。”几名工作人员都
不想放弃。于是大家索性将信息库中凡是胡姓的退
役军人信息全部导出，再一一比对。

花了将近1个半小时，一位叫“胡百范”的退役
老兵让莫雪根眼前一亮，尽管40余年未见，但电脑

屏幕上小小的一张简历照片，就让他确定，这就是
自己要找的战友。电话拨通，紧张和期待的气氛夹
杂——最后一位失联战友终于找到了！

胡百范退役后，进了慈溪某国营企业上班，如
今也已经退休了。胡百范说，他也时常忆起在河北
的军旅时光，十分想念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的战友
们。

自从有了彼此的联系方式，胡百范几乎每天都
要和昔日的战友通通电话，虽然目前因为老母亲病
重在宁波住院需要常伴，等之后有时间了，他一定
会去余杭跟老战友面对面叙叙旧。

花了近1个半小时，最后一名老兵找到了

46年前在河北服役的浙江老兵
在慈溪寻到最后一名失联战友

173名战友 一个都不能少
46 年前，173 名青年从浙江

远赴河北参军，一起共度军旅
芳华。若干年后，战友们陆续退
伍回乡，为个人和家庭的生计
奔波。直到近两年，通讯方便，
172 名昔日战友又重新联系上
了，可是，唯独一位胡姓战友杳
无音讯。

多方寻找，得知战友是慈溪
籍的，遂联系慈溪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寻求帮助，在工作人员
的牵线搭桥下，第173名战友顺
利“归队”。7 月 1 日下午，莫雪
根、金渭福、丁金法、汤明兴等4
名战友作为代表带了精心制作
的锦旗，特意驱车从余杭赶来，
向工作人员表达诚挚的谢意。
□记者 戴晓燕 通讯员 陆超群 王颖

6月19日下午，慈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来了一
位访客。他叫莫雪根，今年64岁，余杭人，当天特意
从余杭赶来，点名要找一位叫“胡柏万”的慈溪籍老
战友。“173位战友，已经找到172位了，就只剩下慈
溪籍的最后一位了，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他！”莫先
生有点焦急，言辞十分恳切。

随后，他回忆起了46年前关于173位战友的故
事。

1973年，18岁的莫雪根应征入伍，进入当时的
海军航空兵第三师。跟他同一批的浙江人，还有其
他172位18至22岁的男青年，他们的老家多在余
杭，还有部分来自桐庐。“进入海军航空兵第三师
后，我们这173人虽然不在同一个连队，但很多时
候吃住和训练都在一起，慢慢适应了一周只能吃到

掺有小米的大米饭的日子。”莫雪根说，休息日，大
家还一起去周边饮水条件艰苦的村里，义务帮村民
挑水。

莫雪根回忆，那个年代在外当兵，除非发生家
庭重大变故，不然一年到头都不能回家。可以说，部
队就是一个大家庭，战友就是彼此的亲人。

“当时通讯不发达，写一封家书，十天八天才能
到。特别是遇到了难处或烦心事，通过书信向父母
亲友倾诉并不能解决问题，与身边要好的战友说一
说才是最直接的排解方式。”莫雪根说，每当休息
日，战友们就会请假去隔壁连队找老乡“串个门”，
有开心的事彼此分享，有不开心的事说出来，彼此
开解一下，也就过去了。深厚的战友情就是这么慢
慢结下的。

一位老兵讲述“激情燃烧的岁月”

1976年至1978年，这173名于1973年入伍的
浙江籍士兵陆续退伍。上世纪70年代，当时普通人
家里还没有电话，更不用说手机。况且20来岁风华
正茂的男青年，正是为个人前途和家庭未来努力拼
搏的时候，几年间，战友们各奔东西，失去联系。

慢慢上了年纪、生活逐渐安定以后，像莫雪根
一样，时常想起当时的老战友，大家开始呼朋引伴，
陆续取得联系。特别是这两年里，有172人都重新
找回了“组织”，有空时大家相聚叙旧，或结伴旅游，

也给自己的退休生活添点乐趣。每每相聚，总会想
起战友“胡柏万”。“胡柏万”跟莫雪根一样被分在汽
车连，大家知道他不是余杭人，也不是桐庐人，是一
位从外地来乔司农场的知青。记忆中，他为人随和
又开朗，当时在部队里人缘不错。

去年春天，莫雪根等11位当时在汽车连的余杭
战友代表重回故地，还见到了同在部队服过役的北
方战友，又有战友提起“胡柏万”。173个战友，缺一
个总有遗憾，回到余杭后，大家开始认真寻找线索。

两年里172名退伍老兵重新“归队”

黄成星正在工厂工作。通讯员供图

战友代表送来锦旗。通讯员供图胡百范（右）和莫雪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