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记者 寇玺 通讯
员 刘志恒 文/图

背井离乡，怕是
很 多 人 都 不 愿 意
的。而离家 69 年的
抗 战 老 兵 申 长 松 ，
回家的路却充满艰
辛 。 近 日 ，离 开 部
队后追随家人迁至
广 西 柳 州 的 他 ，终
于 在 洛 阳 、柳 州 两
地 志 愿 者 的 帮 助
下 ，第 一 次 堂 堂 正
正地回到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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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两地志愿者联手，送抗战老兵回家
1944年进入黄埔军校的他，经历几年战争后追随家人从汝阳迁至广西柳州生活，
因故多年未曾回老家，在洛阳和柳州志愿者的帮助下，老人终圆回家梦

张建东：
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

■人物简介
姓名：张建东
职业：洛阳东宣企业集团董事长
最幸福的事儿：为父亲写了一本传记
最遗憾的事儿：没有当教师

□记者 王晓丹 文/图

张建东（上图左一）是伊川县人，
1989年从洛阳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至市
属某企业工作。

1994年10月，张建东辞职经商，先
开饭店，后应聘到巩义一家工厂做销
售工作。1998年一次出差，他看到温州
马路上的道板砖很漂亮，想到当时洛阳
还没有这样的道板砖，就跑到浙江丽水
一家工厂学习技术，回洛后创建了洛阳
东宣福利彩砖厂（后更名为洛阳东宣建
材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带有牡丹花图案
的道板砖。1999年，我市对城市道路进
行美化改造，这种富有本土特色、美观实
用的道板砖铺到了中州路人行道上，张
建东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后来在洛
阳新区建设中，经过进一步设计提升的
这种道板砖被大量使用。经过10余年
的发展壮大，张建东成立了自己的企业
集团，拥有4个经济实体。在企业壮大
的同时，张建东始终不忘社会责任——在
《洛阳晚报》上看到见义勇为的残疾青年
刘克信生活陷入困境的报道，他前往资助
6000元；资助洛宁县贫困学生吉晓慧，还
安排其父母到企业工作；资助孟津县孤儿
兄弟1.5万元，帮他们完成高中学业；向两
所母校——伊川县白沙中学、洛阳师范学
院各捐资5万元；经常向高新区幸福院的
老人送去慰问品……

2010年9月，张建东为洛浦公园捐
制20条“爱心长椅”，每条造价在5000
元左右，背面刻有诸如“莫以恶小而为
之，莫以善小而不为”等劝世良言。

张建东还是个远近闻名的孝子。今
年重阳节，他给父亲写的传记出版了，病
床上的父亲热泪盈眶。

■人物心声：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自己的人格也得到了提升。

■记者感言：张建东为洛阳的城市
建设做出了贡献；在领导企业发展壮大
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让自己的财富有
了另一种价值。

这次回洛阳，申长松还想找找曾
经一起考上黄埔军校第八分校的老
乡，但没能如愿。其中一名老乡叫郭
兆铨，申长松说其父亲叫郭子彬，曾任
民国时期洛阳县县长，办过《河洛日
报》；还有一名老乡叫张振东，二人是
当时省立第八中学的同学，随后一起
考上了军校，1950年，申长松得知他在
老城区顺城东街55号居住，可是“失败

的匈奴”帮着问了一圈，住户们都说没
有这个人。如果您有他们的线索，请
拨打本报热线66778866联系我们。

另外，红山石志愿者协会正在寻
找在二战中为民族征战、如今依然健
在的抗战英雄，如果您有相关线索，欢
迎和“失败的匈奴”所在的洛阳红山石
志愿者协会联系，电话：15037997657，
QQ:349606641。

向“杨姐”问起申长松现在的情况，
我们得知，他儿时订过娃娃亲，但后来
失去了联系，对方也就和别人结婚了。
二人曾是同学，感情挺深，带着一分责
任，申长松至今单身，独自生活。

老人说，1966年，他在柳州打工时，有
个河南老乡愿意帮他寻找那个“娃娃亲”，不
久便在郑州找到了。联系上后，申长松得
知对方早已离婚，女儿已经上大学了。

对方主动来到柳州，表示愿意和
申长松结婚，一起生活，然而面对这皆

大欢喜的事儿，申长松却退缩了。“前
两年，有一次我往她家打电话，可能是
她女婿接的，问我是谁，我说是柳州
的，对方直接挂了电话。从那以后，我
们就再也没联系了。”申长松的声音里
带着失落。

或许是自己的国民党军人身份，再
加上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他感觉很自
卑。“人家是离休干部，女儿女婿的工作
也很好，我就是个农民，差距太大，算
了……”就这样，二人的缘分再次结束了。

因为行程的关系，志愿者们当日下
午就带着申长松回市内的宾馆了。下车
后，“失败的匈奴”告诉洛阳晚报记者，老
人兴奋地和他聊了一路，嗓子都哑了。

你或许想不到，就在9月24日晚
上，老人仍在纠结：“要不不回家了吧？
我们坐在车上看看汝阳县城就行了。”

原来，1944年，申长松因为家乡有
日军入侵，所以前往内乡县求学。随着
战事日渐紧张，物价飞涨，他随身带的
钱已经付不起高中学费了，恰巧黄埔军
校招生，他便报了名。

1945年，日军攻打老河口，李宗仁
将湖北的一个师抽调至西霞口战场帮
忙。为了填补老河口的空缺，申长松所
在的第八分校学生被临时拉上战场，成
为学生军，负责老河口的防守。当时日

军攻势猛，这帮学生军严守了半个多
月，硬是没让日军过河。

下了战场后，申长松又从位于湖北
的黄埔军校第八分校去了西安的第七分
校，终于在1947年毕了业。经历几年战
争，申长松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最
终在1950年选择离开部队。那时，因为
曾经是当地的大地主，申长松一家遭批
判，父母带着申长松的兄妹来到广西柳
州，申长松便追寻着父母的足迹，前往柳
州。自此，他过起了打工养家的生活。
之后，申长松内心始终有顾虑，即使再想
家，也不敢轻易回去。这次回汝阳，是志
愿者们劝了多次他才答应的。

“他1999年曾回过一次汝阳，谁
都没说，住了一晚就走了。”“草儿”告
诉我们。

9月25日一早，网友“失
败的匈奴”带着几名红山石志
愿者协会的志愿者，等在申长
松老人居住的宾馆楼下，打算
带着他回老家——汝阳县上
店镇。

申长松今年 86 岁，是个
挺拔的大个子，精神头儿好得
很，这次从广西柳州来洛阳，
还有“草儿”和“杨姐”这两名
柳州援助抗战老兵志愿者陪
着他。

1944 年，17 岁的申长松
离开家乡，进入黄埔军校第八
分校，经历了几次战争，直到
现在他只回过一次汝阳。和
申长松仍有联系的老家人就
是侄子申海水了，他们一早
通过电话，约好在镇汽车站
见面。

一路上，他都在回忆自己
小时候到过洛阳哪里，感叹现
在的巨大变化。快到镇汽车
站时，申长松激动地给侄子打
电话。电话没说几句，申长松
忽然拍着车窗对车外的一名
老太太吆喝起来。原来，这就
是他的侄媳妇儿刘海玲。这
么多年没见，二人竟然还认得
出对方。

到了家，申海水的孩子和
亲戚们纷纷赶来看申长松，不
少亲戚都是第一次见面，老人
开心得合不拢嘴。

大家纷纷想接申长松去
自己家住，但老人摆摆手说：

“我就记得这房子，你们那儿
再新再好我也不去。以后我
再来，只住老家的老房子。”一
家人唠着家常，申长松还惦记
着家里的芝麻糖，想买上一大
箱带回柳州，还提议大家中午
去吃饺子。

老人想找昔日同学，您若有线索请联系我们

自认为“身份”卑微，他至今仍单身

离开部队后，他追随家人到柳州生活见到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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