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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杭州进入一

年中最热的时候。

往年这个时候，陈波

会带着小伙伴们一起，在

杭州的运河边、社区里，摆

上凉茶铺，供路人游客清

凉一夏。

今年，陈波失约了。

这两天，钱报记者的

朋友圈里，不少人在用各

种方式纪念这位因劳累过

度离去的公益人—— 一

个普通如你我，却对生活

充满能量的平凡人。陈波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9岁。

“一生真的很短，多一

点真情，在这个世上留一

点痕。”或许，这是陈波毕

生所追求的，他曾参过军、

演过戏、支过教，近几年他

把大把时间投身公益事

业，无时无刻不在发出光

和热。

7 月 9 日，在杭州殡仪

馆送别陈波后，他的生前

好搭档贝国舜抑制不住眼

泪，“我希望你就在演戏

啊，戏演完了，你好醒来了

啊！”

陈波的朋友和战友向本报记

者报料：陈波不仅从事公益，做了

很多善事，少年时就因天赋异禀，

在五千人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成为

电视剧《MBD儿童多动症》的“男

一号”，并以主创的身份，拿过

1986 年第六届中国电视剧飞天

奖。刚入伍时，他还被海政电视

艺术中心相中，参演海军大型话

剧，把欢笑带给战友。

7 月 13 日下午，小时新闻记

者联系上了陈波少时伙伴王女

士。王女士目前供职于一家省级

媒体。对于陈波的离世，她非常

难过，“他是一个非常有才，也非

常有实力的人。”

王女士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

36年前西湖边的少年宫。

“当时有个剧组来杭州海选

演员，我和陈波就是在那次海选

之后，成了同班同学。在浙江青

少年电视演员剧团初中高中这六

年，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王女

士说，“感谢你们给陈波留下美好

的记忆。”

“导演当时选中的‘男一号’

并非陈波，但是在试镜之后，最后

觉得陈波更适合这个角色，他后

来成了剧中的男一号。”后来这部

剧获得了 1986 年第六届中国电

视剧飞天奖的三等奖。

陈宁告诉小时新闻记者，弟

弟从小就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

爱、生性活泼开朗的孩子。1991

年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

海军。在新兵连的时候，营队知

道他有表演天赋，先是把他调到

管弦乐队，后来又排练话剧，还在

全国巡演。

这几年，陈波除了做公益，也

会偶尔去横店等地拍戏，还利用

自己的特长，为外来务工子女免

费开设相关才艺培训等。

就在今年 6 月 29 日，陈波还

在淳安参加庆祝建党百年活动，

一台关于下姜村的故事，他在舞

台上扮演的是一个老大爷的角

色。

他曾是个童星
5000多人中
脱颖而出

生命的尽头还在聊公益

这次，陈波要彻底好好休息了。

聊天记录，停留在7月2日

“直到现在，我还无法相信这一事实。”

1987年出生的贝国舜，是陈波生前好友、工

作好搭档，因为做公益，5年前两人结识。

“他年龄比我大一轮多，但工作远比一般

的年轻人有激情。”小贝翻出与陈波的最后聊

天记录，时间停留在7月2日晚上10点02分。

“在生命的尽头，他还在和我聊工作。

他说 7 月 4 日要去横店拍戏，三天后回来，

这几天他不在杭州的日子里，公益组织上的

事情让我多担待一些⋯⋯”

没想到这番微信上的交流，却成为了永

别。

“7 月 3 日之后，我也曾给他打过电话，

包括他家里人。电话打过去是通的，但就是

没人接。”小贝说，以前陈波拍戏的时候，手

机不常在身边，所以也没多想。

7月6日，小贝接到陈波哥哥电话，让他

过去一趟，“在来的路上想过N种可能，唯独

没有想过他没了。”

事后，小贝了解到，在多日未能联系到

陈波后，陈波哥哥找来开锁匠，进去发现，床

头灯开着，空调开着，人已经没了呼吸。

小贝推测，陈波走的时间应该是 7 月 2

日晚上至7月3日凌晨。

“谢谢疫情期间你给我顶班”

“原本这次横店拍戏回来，陈波打算组织

志愿者在运河边摆凉茶摊，给过路的市民和游

客解暑。”小贝说，这件事陈波坚持了很多年。

还有一件事，也是陈波一直挂在心头

的：他连续6年为外来务工子女开设寒暑假

夏令营，并组织6届留守儿童春晚，让外来务

工者子女闪亮登台，发现美，积极面对生活。

“今年的暑期夏令营活动安排，陈波也

早早做了打算，让我们早点准备。”小贝哽咽

道，“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得知陈波去世的消息，他生前朋友、战

友，还有此前服务过的社区工作人员，都无

法相信。

同为做公益的尹先生，认识陈波12年，

2009年他把陈波介绍给杭州市慈善总会杭

州网义工分会，从那之后的大小晚会，都能

见到陈波忙前忙后的身影。很多义工给他

起了个名号叫“导演”，一直沿用至今。

惊闻陈波去世的消息后，尹先生悲痛万

分，“很难接受，一个见面就唧唧呱呱不停的

人，一个说自己‘爱过，痛过，快乐过，却依然

执着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遗体告别仪式上，阮家桥社区原书记丁

慧娜对记者说，2020 年 2 月 2 日，陈波听说

一线人手紧缺，他便主动请缨加入社区志愿

服务。

“第二天，他就过来参与疫情防控，每天

连续工作 12 小时，为居民提供志愿服务。”

丁慧娜说，陈波服务的是拱苑一、二期的业

主，没有电梯，为了上门测温和送东西，一天

要上上下下跑好几回。

采访中，我们还了解到陈波曾为祥符街

道和辖区社区募集口罩 2300 个、一次性橡

胶手套 5000 双，并积极发动公益小天使和

家长们募集资金，募得资金11068元。

在 2020 年最后一天，回忆了一年的轨

迹，陈波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关键词是：

值得。

家人含泪承诺将延续其公益梦

陈波的离去，最伤心的，莫过于家中的

二老。陈波父亲 86 岁，母亲 80 岁，得知消

息后，母亲当场晕厥。

陈波 86 岁的老父亲，是一位有着 56 年

党龄的老党员。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了

一句话，“不要给组织添麻烦，陈波本身做公

益的，抚恤金什么的都不要。”

陈波生前搭档贝国舜告诉小时新闻记

者，当得知陈波最后还在和他语音聊工作

时，老爷子凑近手机，听到儿子的声音时，瞬

间流泪了。

2013 年，陈波也跟哥哥说起想去甘肃

支教，“当时父母不同意，只身一人到甘肃，

担心他的身体，但他还是执意要去，并说服

了家人。”陈宁说，这段支教经历，对陈波影

响很大。回来后，他就坚持6年开设外来务

工子女夏冬令营。

“以前知道弟弟在做公益，但理解得还

不够深，这几天在给弟弟办理后事，接触到

了很多和他一样的公益人士，才慢慢了解这

个群体的不容易。一座城市的文明，离不开

这些默默无闻的义工和志愿者们，他们大多

从事着幕后工作，更应受到关注。”

采访的最后，哥哥陈宁说：“我跟爸爸商

量过，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延续弟弟对公

益事业的热爱。我现在还在寻找陈波当年

结对的孩子，希望把他未了的心愿圆下去。

我们家人也在想着下一步如何用更好的方

式，为社会和公益慈善出一分力。”

“我想，这是弟弟的遗愿，也是他希望看

到的。”哥哥陈宁说。

本报记者 蓝震

热心公益的他因劳累过度离世
生前还在筹划民工子弟夏令营

好人陈波

谢谢你
温暖过这座城市

陈波（第二排中间）和战友一起。

疫情期间，陈波在社区做志愿者。疫情期间，陈波在社区做志愿者。

陈波和结对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