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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新闻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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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领新平台欢迎你

5 日上午，公交三公司 13 路
车长王奎在车上捡到杨立新的驾
驶证、行驶证、身份证、银行卡等
物品，住址是郑州市上街区峡窝
镇老寨河村老泽河 262 号，认领
电话：86020169。

8 日上午，公交三公司 36 路
调度赵建立在车上捡到老年公交
卡，卡号是 4056276860，认领电
话：86020169。

1 日凌晨，公交一公司三车
队 34 路车长徐泽永在郑上路北
岗村附近捡到两副车牌，分别是：
豫AAR630和豫A586X9，认领电
话：67811768。

近日，汝河路办事处巡防队
员崔中平在淮西社区家属院捡到
刘丽君的黑色钱包，内有身份证、
银行卡等物品，住址是郑州市管
城区清真寺街 1 号院 5 号楼 2 单
元27号，认领电话：67659999。

互动方式：您可拨打本报
热 线 67659999，发 邮 件 到
137442452@qq.com，加入 QQ
群 93847869 发布招领信息。

见习记者 鲁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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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客新平台欢迎你
李先生：高压消毒锅换物。

13526625953
吴女士：两张马拉湾门票换

物。15937173252
王先生：九成新茶具、茶板、

喝茶的瓷器换笔记本电脑或手
机。18703615230

张女士：全新电饼铛、洗发
水、蒸汽熨刷、九成新滑冰鞋换
物。13838360822

张先生：好孩子四轮推车换
儿童自行车、九成新29英寸创维
纯平高清电视换两个月内的吉娃
娃等小狗，一尊镏金佛像送人。
15516953369

赵先生：九成新诺基亚6708
智能触屏手机、无线麦克风设备、
CDMA 无线网卡、全新数码相
册、电吹风、新华书店购书卡、5
号充电电池套装、小灵通换物。
QQ：1169639212

互动方式：您可拨打本报热
线 67659999，发 送 邮 件 到
615985610 ＠ qq.com，加入换
客 联 盟 QQ 群 ：43591199、
33213430发布换物信息。

晚报记者 汪永森 整理

参军时，他带领6名战士脱离险境
转业后，他自愿做“城市农民”

离休后，他当起义务“保洁工”还资助6名贫困生

老红军胡学银的幸福生活

换客大会

□见习记者 鲁慧 实习生 贾明卉 文/图

7月26日这天，家住东区第一大街水月湾小
区的郭先生说，他们小区来了一只“落汤鸟”。

“那天狂风大作，天灰蒙蒙的，我在窗台突然
发现一只鸟落在了对面的草丛里，可能是受伤
了，飞了几次都没飞起来。”郭先生回忆说，“我冒
雨将它抱回家，养了起来。”

日子久了，郭先生和这只小鸟渐渐有了感
情，“我每天都会去河边钓些小鱼回来喂它，也不
知道这是什么鸟，只希望它能吃得饱饱的，早日
找到自己的家。”

这只小鸟，尖尖的嘴巴，全身呈灰褐色，头部
有长长的羽毛。

小鸟“身世之谜”的自白
“那天风太大了，我一头撞在了墙上，于是醒

来后就在这个陌生的屋子里。我努力想找到我
的家人，结果什么也记不得了。”小鸟用期待的眼
神看着远方，可是它也不知道要何去何从。“好在
这个善良的人喂我吃的喝的，我才能这么快好起
来，现在我只想快点找到我的家人和朋友。”

记者从郭先生那里了解到，他也很纠结，想
把小鸟放回到天空又害怕它受到伤害，一直养着
吧，又约束了小鸟让它失去了自由。想通过晚报
看看有没有人认识这只小鸟，一起帮它恢复“记
忆”，找到自己的家。

如果您认识它，可以拨打晚报热线67659999
联系我们。

在管城区东大街办事
处，提起老红军胡学银，没
有人不知道，他现在还住着
1980年的房子，从不跟党提
要求谈条件，说自己已经很
幸福很满足。大伙都说，胡
老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模范
典型。

见习记者 鲁慧 实习生 贾明卉
通讯员 帖迪生 王凌云 文/图

我是谁？ 一只失忆的小鸟想请大家帮忙回家

昨日午后，我们来到东大街240号院的一
个四合院，胡老的家。

胡老的女儿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屋，半身
不遂的胡老拄上了拐杖，但依然精神矍铄，谦
逊和蔼。

谁能想到，这位深居寻常巷陌的人竟是
红25军的老战士胡学银呢？

他的家陈设极其简朴，房子是 1980 年单
位建的普通民宅，没有卫生间，墙上挂着1996
年市政府赠送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只等闲”中堂。

由于老人耳朵有点儿背，胡老专门让女
儿拿把椅子坐在我们身边，生怕遗漏了我们
的问题。

谈到以前的事儿，老人兴奋起来，但遥远
的时光拥堵着记忆，老人只是说：“我当过排
长，带领过大伙找过大部队。”

胡学银也许生来注定要当兵。他1918年
出生在陕西省山阳县南沟口村，一家六口，无
房无地，一年四季靠给地主种地为生。

6岁开始就为地主放牛，9岁就随父亲在
地里干活，但家里日子依然不好过，孩提时
代，就吃了不少苦。

为了混口饭吃，刚满18周岁，他就参加了
红25军，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参军后，被编
入红军陕南第 74师陈先瑞领导的部队，在延
安的大生产中，胡学银一个人承包了 30亩土
地，累得吐血两次，后来，赴河南豫西山区，进
行抗日游击战争，曾被评为模范班长。

“我是个文盲，不识字，可能讲不好。”胡
老毫不忌讳地说。

“我爹就爱说起1947年的事儿，给俺家的大小
孩子都讲过。”胡老的女儿说，老人有一段经历至
今记忆犹新。

1947年11月，当时任排长的胡学银带领一个
班 6名战士在陕南一次战斗中与大部队失去了联
系，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下，掉队就意味着牺牲。为
了保护战友的生命，胡学银带领大家艰难地寻找
大部队。一天凌晨，为了趁夜幕通过敌人的封锁
区，他们竟然误闯到敌营。

敌人哨兵用枪对着他们喊：“哪一部分的？”胡
学银手下一位班长灵机一动：“国军 24 师。”这正
是围追胡学银的敌军番号。胡学银立刻带领大
家向附近山上撤去，走到半山腰，又有了难题，山
上是没膝的积雪，战士们都身着单衣，向上会冻
死，向下又有敌军，胡学银突然想起小时候家里
人说过迷路了可以找有野猪拱过的山道逃生，最
后他们找到山道，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找到了大
部队。

对于胡学银来说，有很多晋升的机会他都放
弃了，情愿到园艺场当个“城市农民”。1957年，胡
学银转业到市供销社当保卫科长，但没过多久，他
就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在他的坚持下，到供销社
下属的白庄猪场任场长，后来到市林场当副场长，
整天与土地果木打交道，一干就是24年。

1982年10月，胡学银离休后，赋闲在家。
“我们多次劝俺爸换房，都被他一口回绝了。”

胡学银的女儿说，父亲怕给政府添麻烦，不仅不

要求换房子，老红军离休的医疗费用，按规定是
全额报销的，但他时时刻刻注意节约，平时有病，
一般都不去医院，只是到药店买些廉价药吃，为给
政府减轻医疗费用，他每年的医疗费报销只有千
元左右。

“我从小就吃苦，现在已经很好了。”再次谈到
房子问题，胡学银一直说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很满
足。“俺爸最崇拜的人就是张思德，整天把张思德挂
在嘴边。”胡学银的女儿说，老人一直很勤俭节约。

胡学银家西侧有一条 10 多米宽、200 多米长
的背街小巷，周边居住零星居民和商户，卫生状况
较差，为了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他主动担当义务

“保洁工”。离休后，不管春夏秋冬，无论节假日，
每天一大早，他都把街道打扫得一尘不染。

“胡爷爷，感谢您对山里娃的关爱，祝您春节

愉快！”今年春节期间，胡学银老人收到了卢氏县
五里川小学寄来的贺年卡。

商城里社区主任王凌云说，自2008年以来，胡
老用自己省吃俭用存下的 15000元钱先后资助了
6 名贫困学生，逢年过节还给贫困生发“红包”和

“压岁钱”，鼓励他们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离休后主动当起义务“保洁工”

转业后，他放弃晋升机会自愿当“城市农民”

64年前，他带领迷路的战士顺利找到大部队1980年的老房子，他已觉得很满足

胡学银老人在四合院里生活了很多年胡学银老人在四合院里生活了很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