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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社会义务监督员管理

办法（试行）》（杭医保〔2020〕16 号）等有关规定，决定

面向我市主城区公开择优招聘第十届基本医疗保障社

会义务监督员 80 名，聘用期 2 年，诚邀社会各界积极

踊跃参与。

一、招聘范围

杭州上城、西湖、拱墅、滨江、钱塘区范围内居民。

二、报名条件

1.年龄18至65周岁，具有履行医疗保障社会监督

工作相适应的健康状况；

2.热心公益事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和正义

感，具有并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

3.支持我市医疗保障事业，愿意无偿参加医疗保

障监督工作，有一定的时间完成一定数量的现场医疗

保障监督及相关工作；

4.为人正派，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无不良信用记

录。

三、报名方式及时间

方式一：现场报名

携带本人身份证至杭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杭州市医疗保障稽查支队）稽查科办理报名手续。（具

体地址：拱墅区建国北路799号508室）。

方式二：网络或邮寄报名

关注“杭州医保”微信公众号，选取《关于招聘基本

医疗保障社会义务监督员通告》文章，点击阅读原文，下

载报名表，填写完成后，将报名表和身份证正反面复印

件拍照发送至hzybjc@126.com邮箱或邮寄至杭州市

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杭州市医疗保障稽查支队）稽

查科（拱墅区建国北路799号508室），邮编310003。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节假日除

外），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杭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

心（杭 州 市 医 疗 保 障 稽 查 支 队）稽 查 科 翁 女 士

0571-87258623、87258624

杭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杭州市医疗保障稽查支队）

关于招聘基本医疗保障社会义务监督员通告

离家时18岁，牺牲时22岁，一

生未娶，没有子嗣，找不到尸骨，也

不知道埋葬在何处，甚至没有给家

人留下一张照片⋯⋯这是烈士陈德

营，也是无数个像他一样为抗战献

出生命的热血男儿的缩影。

在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迎接建

党百年，为百位烈士画像”公益活动

中，陈德营的侄子陈玉建拿到了一

幅大伯的画像。这是他第一次见到

大伯的模样。

如今，这幅画像就摆在陈玉建

家中，好似离家 80 多年后，大伯已

经归来。

“我的名字取得好，打仗一定赢！”
牺牲80多年后，烈士陈德营以另一种方式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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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丽珍

烈士证 由受访者提供

金华市婺城区沙畈乡银坑村，距离金华市区60公

里，地处浙江的武义、遂昌、婺城三县（区）交界处。在

战火纷飞的年代，开国大将粟裕曾在此建立中国工农

红军挺进师根据地。

在银坑，许多革命先烈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红色印

记，也流传着振奋人心的革命故事。

时间回拨到 1935 年，血雨腥风。3 月，中国工农

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下，自闽进入浙

江江山境内，开始在浙西南活动。5 月 20 日，红军来

到银坑村，一进村就展开宣传，发动群众斗土豪劣绅。

也就是这一次，银坑村的村民陈德营等几个小伙

子，在祠堂里见到了粟裕等红军将领。小伙子想参加

红军，得到了粟裕的亲笔批准。一支红色火炬，在银坑

村熊熊燃起。

1935 年 5 月 29 日，18 岁的陈德营准备离家，跟着

红军干革命，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我奶奶赶了一两

里路，一直追到了村口，哭着说‘当红军，是要吃子弹

的，要被打死的’。”陈玉建的父亲陈德宗是陈德营的亲

弟弟，老人家健在时，一回忆起这个哥哥，总是忍不住

抹眼泪。这一切，陈玉建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我

奶奶叫大伯小名，‘营，你别去，当红军要被打死的。’”

陈德营的回答，让家人记了一辈子：“婶婶（当地称

呼妈妈的方言），不用怕，我名字取得好，德营德营，我

打仗肯定是会赢的。”

此后的几年里，陈德营跟随粟裕打回宣遂汤根据

地，偶尔回家团聚，直到1937年，跟随粟裕北上抗日。

18岁参加红军，粟裕亲笔批准18岁参加红军，粟裕亲笔批准

陈玉建小时候，常听村里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会

问他的父亲：“你家那个大水寮[liáo]回来了吗？”

老人口中的“大水寮”就是陈德营，他身材高大，有

一身好力气。加入红军后，陈德营跟着挺进师在汤溪、

龙游、金华、宣平、遂昌之间辗转游击，把革命烈火引到

了浙赣铁路线。每到一处，发动群众，惩处恶霸，吸收

积极分子加入红军。

1937年10月18日，陈德营跟随粟裕北上抗日，他

没有机会再回家，只能往家里寄家书。“他写信回来，主

要是告诉奶奶，离家远了，叫我奶奶放心，他会没事的，

会平安回来的。”陈玉建说，家里没有人识字，这封信是

村里一个小爷爷帮着看的，“小爷爷害怕这封信闹出什

么事，偷偷告诉我奶奶，让她放心，然后就把信件藏起

来了。”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后来都遗失了。

1938年，陈德营奔赴皖南前线，加入新四军战斗行

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被任命为排

长。英勇善战的他，战场成了他的归宿。家人收到的最

后一封信，并不是陈德营的家书，而是部队寄来的。

“这是一封牺牲信，我大伯牺牲在 1939 年。”陈玉

建和他的家人，都是朴实的农民，很多事，都是听陈德

营的一些战友回忆，之后陆陆续续从一些史料中也得

到印证。1939年3月14日，新四军四团三营在安徽省

马鞍山市当涂县南郊反日寇扫荡伏击战中，陈德营率

领二排受命伏击日寇，指挥战斗，不幸遭日寇机枪扫

射，胸部中弹数颗，当场英勇牺牲。

1955年12月，陈玉建的父亲陈德宗领回来一张“革

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着：查陈德营同志

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

社会上之尊崇。证书编号为“浙江字第00048号”。

“这是毛主席亲笔签发的证书，是我大伯留下来的

唯一宝贝。”这张光荣纪念证，是对一个年仅22岁就牺

牲的烈士最高的肯定，也是对家属的莫大安慰。

村里这个“大水寮”，回来了吗

18岁离家时，陈德营满腔热血，毅然决然，只留给

家人一张纪念证和无尽思念。

“我们家是很光荣的。我父亲跟我说，以前在剧场

看电影，都要把我奶奶排在前面，因为她是烈士家属。”

陈德宗曾向儿子回忆，有一年过年，一群解放军走着山

路，一路敲锣打鼓来到了他们家，仪式隆重，为的就是

给他们这样的烈士家属送上年画，可见对烈士的尊崇，

对烈士家属的尊重。而陈德宗去领哥哥的那张纪念证

时，工作人员也曾对他说：“你们全家都很光荣，有什么

困难，可以直接向政府提出来。”陈德宗是老实巴交的

农民，直到 2019 年去世，也没有向政府提过任何要

求。他们知道，这些荣誉都是陈德营用生命换来的。

陈德营的精神，也感染了家族里很多人。陈玉建

说，他有 6 个大伯、堂大伯参加革命，最终只有两个归

来，“其他四个都牺牲在战场或没了音讯。”

距离陈德营牺牲，已经过去 82 年，家人的很多遗

憾仍在。陈玉建说，大伯没有成家，未留下子嗣，甚至

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此次钱江晚报·小时新

闻举办“迎接建党百年，为百位烈士画像”公益活动，浙

江传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插画系主任武小锋

团队，为陈德营创作了一幅画像。画像的参照，是弟弟

陈德宗的照片。

如今，这幅画像已经送到陈玉建手中。

离家80多年，陈德营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家乡。

连一张照片都未留下，画像成了家人唯一念想

陈德营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