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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2015年 1月，退休一年多的武振宽突然
接到好朋友的电话，让他帮忙“出一趟车”，
去看望抗战老兵。这趟行程让武振宽结识
了5位抗战老兵，也让他了解了河南关爱抗
战老兵志愿者团队的志愿活动。很快，他成
为其中一员，在团队微信群内名为“沧海一
粟”。6年行程8万多公里，武振宽参与寻访
抗战老兵约300人，足迹遍布省内外多地。

雪中送炭好司机

武振宽老家在宝丰县石桥镇，17岁到江
苏当工程兵，“就跟雷锋所在的连队一样，在
汽车连开汽车”。他退伍转业后在卫东区检
察院工作，直至退休。女儿不在身边，家里只
有老两口，退休后的生活让他感觉太闲了。

“第一次帮朋友出车，去看望抗战老兵，
听他们讲训练、持枪、打仗的往事，离开时老
人们颤巍巍地敬礼，让我感到很激动。”1月
25日，在市区湛北路与诚朴路交叉口附近的
家中，提起6年前的事，67岁的武振宽记忆
犹新，“当时看望了5位抗战老兵，如今健在
的只有田花成、史廷堂两位了”。

“寻访、救助、慰问、陪伴……我们的志
愿活动都是自费的，都靠我们自己。当时团
队只有一两辆车，大家大多是骑自行车、摩
托车去寻访老兵的。”团队资深志愿者“龙
哥”说，武振宽是个汽车迷，他的加入可谓雪
中送炭，让寻访活动更加频繁，范围更广，远
到浙江、重庆、江苏南京、上海等地。

“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冬天去浙江温
州，一早出发，晚上11点多到地方后，我腰疼
得都站不起来了。”武振宽说，他加入的时
候，汽车行驶公里数为16万多，现在公里数
为24万多，8万多公里都花在寻访、救助、慰
问抗战老兵上了。

“予爱同行”在路上

武振宽说，他们去寻访、看望老兵时，对
方都很高兴。“听老兵讲自己所经历的战争，
让我重温了历史，更能体会老一辈的付出。
我当兵17年，有军人情结，非常理解他们。”

“关爱老兵四年中，爱车花冠立头功。
丁酉岁尾沉思过，戊戌整装再出征。”这是武
振宽作为抗日战争纪念网通讯员，写下的一
首“打油诗”。从2016年开始，他接手抗日战
争纪念网上的平顶山及周边地区的报道工
作，还兼任“抗战论坛志愿者在行动”版块的
版主。活动采写、老兵信息、抗战故事、志愿
者风采……都需要他来收集整理。武振宽还
结合关爱抗战老兵活动撰写报道及感悟文
章，经常在省市有关报刊网站上发表。

“自从成为通讯员，我这头发掉得越来
越多，眼睛也总是沙沙的。”武振宽一边查看
自己1月24日发布的《关爱老兵“予爱同行”
我们在路上——河南志愿者春节期间慰问

抗战老兵系列活动（四）》的报道（上图），一
边捋着花白稀疏的头发开玩笑。

在历次活动中，忍饥挨饿、披星戴月、迷
路受累、交通意外等时有发生，知道这事的老
同事、老战友，都说武振宽“傻”，家都不顾。

“上班的时候忙，想着退休了能在家好
好陪陪我，谁知天天不见人。”武振宽的老伴
朱秀珍说，一开始看着老伴“跟疯了一样”天
天往外跑，她很不理解。“我腰椎间盘突出躺
床上起不来，他把饼干和水放在床头就走
了，一出去几天。我没办法上下楼，家里东
西吃完了，他就跟团队里的志愿者打电话，
让人家给我送……那时候感觉很心酸。不
过，后来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参加了活动，觉
得他做的事很有意义，也就理解他了。”

“这些老兵在战乱年代为国家做出贡
献，我们的今天是由他们的昨天而来，所以
我们不能遗忘他们。”武振宽说，时间流逝，
老兵一个个凋零，趁着还有人在，希望通过
他们的努力给老兵的晚年带些安慰。另外，
更重要的是传承抗战精神，了解国家历史，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关爱抗战老兵、做公益就是我的退休
后的事业。”武振宽说，人老心不能老，有能
力就要发挥余热，精神有了寄托，心情才会
好，身体才康健。

人老心不老，做公益成了武振宽退休后的事业

行程8万公里 寻访抗战老兵

1月 27日，许金和手握锉刀进行根艺加工。今年 73岁的许
金和是叶县常村镇罗圈湾村的一名退休教师，退休后迷上了根
艺创作。他走遍了村子周边的山山岭岭，收集各种废弃的枯树
根，然后根据它们的形态进行再加工，使这些原来烧火用的树根
变成了造型优美的工艺品。十多年来，他创作出根艺作品100余
件，不少都无偿送给了村民用来装饰居室环境。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乡村退休教师 痴迷根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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