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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本厚厚的《黄埔军校同学录》第

21 期学员登记表上，陶老指着一个叫做

“陶崇俊”的名字告诉记者，这个“陶崇

俊”就是他“陶絮旭”。谈起为何改名，陶

老说，新中国成立，激动万分的他决定改

掉自己的名字，思索了很久，他给自己起

名“陶絮旭”。

“‘絮’是柳絮，象征着纯洁，寓意我对

国家、人民忠心，‘旭’取旭日东升的意思，

预示着我和新中国一样，迎来新希望。”陶

老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的这段经历，给他

的一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我从事过很多

种工作，但是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我都严格

要求自己，力争做到最好！”

合肥86岁黄埔军校生陶絮旭追忆往昔

为了抗日救国，步行900里去参军

建议：
“草根阵地”不容忽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已建

立了省、市、县级的妇儿活动中心外，

我省部分市、县通过项目运作在社区

创办了各类儿童活动站达62个，这

其中包括活动之家、文化活动室等，

为社区开展家庭教育和儿童工作搭

建了平台，然而这些“草根阵地”目前

却不被重视。

“近些年来，我们通过英国救助

儿童会等国际项目在农村建了一批

儿童活动中心，也就是所谓的草根组

织，这些阵地更贴近当地的孩子。”何

毅介绍说，“比如合肥三里街儿童活

动中心发展就很好，这与该街道党工

委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所以为了使这

些‘草根阵地’得到可持续发展，我们

建议将社区儿童活动中心纳入管理

系列。”

公益活动缺少资金 队伍不稳人员流动

我省妇儿活动中心公益活动艰难前行

说起黄埔军校，人们总将它和“精锐”联系在一起。

日前，记者在省城蜀山区绿怡居小区见到了86岁的陶

絮旭老人，他是黄埔军校21期学员。说起这所精英辈

出的传奇军校，老人感慨万分。让人啧叹的是他们弟兄

三人，全是黄埔军校学员。

戴永云 范桂华记者 马冰璐/文 王婧莹/图

说起黄埔军校，陶老深感自豪，因为

他们三兄弟，全是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

而人称“陶子贞”的大哥陶崇坤是黄埔军

校6期的优秀学员，后来成为国民党陆军

将领，曾担任过暂编第三师代理师长一

职。

忆起年长自己20岁的大哥，陶老满

怀景仰之情，“我一直追随着大哥的足迹，

但深知无法超越他。”而说起同样出自黄

埔军校的二哥，他有些哽咽地说，二哥很

早便去世了。“我的父亲，热心政治，看到

日军侵略，国家处于危急关头，非常支持

我们兄弟三人参军，没料到我们三人都成

了黄埔军校的学员。”

1943年，高二在读的陶絮旭从报纸上

看到，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急

需兵员的消息。抱着抗日救国理想的他

毅然向学校提出退学。“当时听说湖北在

征兵，便连夜赶路去投军。”陶老说，他现

在已经想不起，当时何来那么大勇气，一

个人翻山越岭，步行900里去当兵。

到达湖北老河口后，听说黄埔军校第

八分校正在招生，“当时黄埔军校的招生要

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身体条件合格，而且

还得是高中学历，此外还有严格的笔试、面

试。”而令他庆幸的是，由于抗战需要，学历

要求放宽到高中肄业，欣喜若狂的他当即

报名，并顺利过关，成为该校21期学员。

“当时条件艰苦，我们的军装都不是

正宗的卡其布，穿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而鞋子还是草鞋。”说起那段经历，陶老

说，训练辛苦自是不必说，令他难忘的是，

作为第八分校主任的李宗仁每隔几个月

就会亲临学校给全体学员“训话”，“他告

诉我们，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

使命是保家卫国……”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陶絮旭被分配到

国民党独立17旅，在这里，他偶遇同是合肥

老乡的团长。“自从14岁离家求学，我一直

没有回过合肥老家，于是便‘斗胆’向团长

请假回家。”团长不仅同意了他的请假要

求，还热心地帮他“走后门”，花费740万元

（当时1万相当于现在1元——编者注），买

到了一张相当紧俏的飞机票。

21岁的陶絮旭坐着这架美产飞机从西

安飞到上海，时间不过几个小时，“当时兵

荒马乱，要是不坐飞机，路上得耽搁很久。”

到了上海，他连夜坐车到南京，而等了整整

一个多星期后，才坐上回合肥的汽车。
因缘巧合，成为黄埔军校21期学员

不凡家庭，三兄弟同是黄埔生

迎接新中国，陶崇俊改名陶絮旭

走同乡“后门”，第一次坐飞机回家

记者从省妇联儿童部了解到，近几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出现了公益活动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各级阵地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动性较大

等问题，导致活动中心在艰难中前行。“为了充分发挥省妇儿活动中心校外阵地的公益性作用，省妇联儿童部作为其主管部门，也在积极探索

尝试各种新的运作模式。”省妇联儿童部部长何毅如是说。 记者 赵莉

昨日上午，首届全国未成年人校外教

育兴趣小组活动研讨会在合肥举行。本次

会议由中国儿童中心主办、安徽省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承办。

省妇联儿童部部长何毅介绍说，校外

教育活动阵地主要包括：妇联系统的妇儿

活动中心、共青团、科协以及教育系统的青

少年活动中心。所以，全省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是举办公益性活动的主要阵地之一。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妇联系统未成

年人校外活动阵地共有57所，其中1所为

儿童活动中心，其余56所为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其中有2所起步较早，创建于上世

纪80年代，18所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大

部分为2000年以后创建。

“根据调查发现，近几年，在企业改制

的大环境影响下，全省多数活动中心被定

为自收自支单位，只有依靠收取费用的各

类培训来维持阵地的运转和各项开支。由

于自收自支与公益事业单位的矛盾，举办

公益活动没有专项资金支持，就不得不从

培训收入中挤出一部分资金来支撑活动的

开展。所以每年最多组织一次公益活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未成年人校外活动

阵地的公益性。”

此外，由于单位自收自支，多数阵地主

要负责人和教职员工为聘用制，队伍不稳

定，人员流动性较大，这也阻碍了活动中心

的良好发展。

“自从2009年以来，省妇联已经开始探

索将一些公益项目放在全省的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以支撑中心运作。”何毅介绍说，面对

活动中心出现的一些困境，省妇联儿童部已

经积极探索尝试了一些新的运作模式。

据介绍，2009年，安徽省妇联将公益

项目“恒爱行动”分别放在了合肥、芜湖、蚌

埠、池州和淮北五个城市举办，分别由这五

个城市的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承办，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何毅介绍说，省及部分市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还积极参与对外交流活动，树立了

品牌，培养了儿童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

力。比如说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多次参加

全国性文艺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参与电

视台、电台的少儿节目制作与拍摄，接待香

港等地妇女访问团等，确实推动了活动中

心的发展。

处境：公益活动“遇上”尴尬资金

探索：公益项目支撑中心发展

陶絮旭手捧同学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