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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兵叔叔叔叔资资助助88年年的的少少年年参参军军去去了了
赵一凡接受济南军官陈伟和战友接力帮扶，当兵也成了他的梦想

本报济南9月10日讯(记者
杜洪雷 见习记者 韩笑) 被
好心的部队军官陈伟资助了8
年，济南天桥区贫困学生赵一凡
高中毕业后，最终选择了参军，
圆了两个人共同的心愿。9月9日
晚上，18岁的赵一凡在“兵叔叔”
陈伟的嘱托中踏上南下列车，开
始了军旅生涯。

转了两次公交车，陈伟才在9
日晚上6点30分左右，从西郊赶到
了位于汽车厂东路的泺祥新区，

赵一凡和母亲高爱玲就住在这里
的廉租房内。陈伟要把即将去当
兵的赵一凡送到火车站。

陈伟第一次见到赵一凡是在
2005年3月8日，那时的赵一凡是
个10岁的小学生。7岁时，父亲突
发脑溢血去世，他和母亲相依为
命。当时身处困境的高爱玲抱着
最后的希望拨打了齐鲁晚报的求
助热线，也就是在2002年，经本报
牵线，陈伟所在的解放军信息工
程大学电子技术学院济南训练大

队开始资助这个困难家庭。
陈伟现在是济南军区综合训

练基地的一名正营级教导员。训
练大队解散后，留在济南的陈伟
一个人继续帮助赵一凡，每年都
会准时把2000多元的资助款送到
赵一凡家里，一直坚持了8年。

“我曾经给一凡说，如果他愿
意，会尽力送他去参军。”陈伟对
这个承诺看得很重。

今年高中毕业后，赵一凡没有
考上理想大学，向母亲提出要当

兵。“我小时候，有一年去陈叔叔连
队，从那时起就把参军当成了自己
的梦想。”随后，赵一凡把这个想法
告知了陈伟。“我肯定支持，这是件
好事呀。”陈伟高兴地说。

两个多月后，赵一凡终于穿
上了崭新的军装。“好，一看就是
当兵的好材料。”陈伟开玩笑地朝
赵一凡的胸膛上捶了一拳。房间
内，陈伟和赵一凡在一个角落里
说着话，高爱玲忙着给儿子收拾
行李。

儿子就要离开身边，高爱玲
心里五味杂陈。“这是儿子第一
次出远门，两年见不了面，心里
肯定不好受。可孩子将来要能像
他陈叔叔一样在军队里锻炼成
长，也是件高兴事。”说话间，高
爱玲眼圈泛红。

晚上7点左右，陈伟和高爱玲
将赵一凡送到了新兵集合的地
方。“我要去厦门了，晚上12点的
火车。”拥挤的送别人群中，三个
人凑在一起，诉说着离别的话语。

尽管前前后后搬了几次家，
高爱玲一直没忘了那些帮助过自
己的热心街坊邻居。“这些年，碰
到了很多好心人，现在能住在这
样宽敞的房子里，真是国家的政
策好呀。”高爱玲说道。

高爱玲一直没有固定的工
作，丈夫去世之后，家里的生活变
得更加困难了。纬北路街道办事
处第五居委会在了解她的情况
后，给高爱玲办理了低保和低收
入特困户优惠医疗证。

在天桥区刘家庄租住的时
候，高爱玲还碰到了一对非常好
心的老夫妇。每年冬天，两位老人
就帮着高爱玲安炉子。由于上班，
高爱玲顾不上孩子，两位老人就
给孩子热热饭，帮忙照顾一下。

“这两位老人搬走后，就再也
没有见到过。”高爱玲说。

后来，高爱玲得知政府要盖
廉租房，就积极申请。2011年11

月，她终于和儿子住进了宽敞干
净的廉租房。“这房子多好呀，有
卧室有客厅。”高爱玲此前租住的
房屋只有十多平方米，一到下雨
屋里就漏雨。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本报见习记者 韩笑

“我们家和陈教导员的缘分，
全靠着齐鲁晚报牵线搭桥。”9日
晚上，高爱玲拿出珍藏了许多年
的2002年11月5日和2005年3月8日
的齐鲁晚报，上面有儿子赵一凡
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电子技术
学院济南训练大队队员和陈伟的
合影照片，时间最长的距今已经
11年了。

当年，身处困境的高爱玲拨
打了齐鲁晚报求助电话，2002年
11月5日，齐鲁晚报D3版以《众人
情牵特困家庭》为题，报道了高爱
玲家的贫困状况，以及得到社区
居委会和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电
子技术学院济南训练大队帮助的
消息。

2005年3月8日，齐鲁晚报D4

版刊发《军校生3年义助寒门学
童》的消息。文中报道，陈伟作为
训练大队的教导员来到高女士家
进行探望，与一凡结成了帮扶对
子。

“我从内心感谢齐鲁晚报，正
是因为你们的关注，才让更多的
好心人帮助了我这个困难的家
庭。”高爱玲说道。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本报见习记者 韩笑

““参参军军是是感感恩恩，，更更是是传传承承”” “这些年碰到
很多好心人”

一张珍藏了
11年的照片

本报记者 杜洪雷 见习记者 韩笑

“我知道以后一个人在军队里训练生活很苦，但这是我选择的道路。”18岁的赵一凡话
不多，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性格。在他眼里，能够和陈伟一样成为一名军人，不仅是一种
感恩，更是一种传承。“陈叔叔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我无以为报，所以想去当兵来回报社
会。”

9月9日晚上，陈伟（左）和高爱玲把赵一凡送上去厦门的火车。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摄

赵一凡提出想去当兵的时
候，陈伟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激
动。34岁的他在军营里摸爬滚打
了十多年，对部队有一种特殊的
感情，“那时的心情，好像突然
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陈伟自此之后就开始忙前

忙后，通过熟人打听征兵的信
息，并以自己的经验告诉赵一
凡应征时的注意事项。

暑假期间带国防生训练，
陈伟抽不出时间看望赵一凡。
得知赵一凡应征入伍成功的消
息后，陈伟在心里告诉自己，必

须在赵一凡参军出发前和他见
一面。“我必须要告诉孩子，在
部队里面如何当一个好兵。”

“你要去福建当兵，对南方
的天气、饮食可能都会不习惯，
这些你要有心理准备，克服困难
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军人。”9月9

日晚上，在火车站广场，陈伟握
着赵一凡的手说，“在军队要注
意遵守纪律，培养团队意识。”

尽管一年里见陈伟三四
次，腼腆的赵一凡对陈伟的嘱
咐不断点头：“陈叔，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第一次见赵一凡的时
候才这么高，现在一下都比我
高出快一头了。”陈伟比画着，
回想到8年前的事情。当时他刚
刚到训练大队任代理教导员。

“他们说资助了一个小孩，我觉
得这事很有意义，就参与进来
了。”从此，陈伟经常带领队员们
去赵一凡家看他。

后来，训练大队解散了，
学员们也都被分配到了全国
各地。“我们当时本以为部队
的帮扶就这样结束了，没想
到，继续留在济南工作的陈教
导员决定一个人继续接着帮

助我们。”高爱玲感激地说。
每年快开学时，陈伟就会

到高爱玲家，带着大米和花生
油，留下2000元钱。“高姐家确
实困难啊，她自己一个女人也
没有正式工作，还带着一个小
孩，住着破旧的租住房。”

“这些年，我带着孩子搬
了3次家，可是陈伟一直和我们
保持着联系。”高爱玲对于陈
伟的资助充满了感激。

“当时就只是觉得，训练队
解散了，对孩子的爱心不能散，
不能眼看着孩子吃不上饭、上不
起学。”陈伟话语真挚。

“陈叔叔在生活上对我很
照顾，也教我做人道理。我10岁
时，他带我去部队参观，让我认
识了军人这个神圣的职业。”成
为一名军人的种子在赵一凡心
里萌发，“长大以后，我也要去

当兵，就像陈叔叔一样。”
今年高考结束，赵一凡收

到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
费和生活费一年要1万多，我不
想妈妈再受累了。”懂事的赵一
凡知道当兵后每月有500元的

津贴，可以帮妈妈贴补家用。
“陈叔叔对我的帮助，我无

以为报，所以想去当兵来回报社
会，也不辜负陈叔叔的期望。陈
叔叔是我从小的榜样，能够和他
一样成为一名军人，我感到很自

豪。”陈伟问赵一凡怕不怕苦，赵
一凡说，“怕吃苦就不去当兵了。
参军入伍不仅是一种感恩，更是
一种传承。”夜色中，陈伟把赵一
凡送上了火车，“8年了，眼看着
孩子慢慢长大了。”

“8年了，眼看着孩子慢慢长大”

“这些年搬了3次家，他一直保持联系”

“我必须告诉孩子如何当个好兵”

2005年陈伟开始资助赵一凡时，他还是个10岁的孩子。（本报
2005年3月8日见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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