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犹如灿烂充满朝气的太阳，给人温暖、力量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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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码一下
“假摔帝”
不是假摔

曾文华
不论是捡到苹果手机、一箱黄金，都是一样的意义，并不会因
为送还一箱黄金就有多了不起。

罗启珍
如果孙子不愿意去特殊学校，这条求学路，我还将陪
孙子继续走下去。

12 月 15 日中午，的
哥曾文华开着出租车停
靠在华兴街旁。3 个月
前，就在这辆车牌号为
川 ATD829 的出租车上，
曾文华捡到了乘客留下
的价值 150 万元的黄金，
并想办法交还到失主手
上。

曾文华的故事经《华
西都市报》报道后，立刻
引起了成都乃至全国的
关注，曾文华也因此加入
了公司的“星级出租”队
伍。

但曾文华并不为此
开心，因为在来自周遭的
声音中，有赞扬的、感动
的，也有羞辱的、质疑的，
而且后者还持续不断。
不过骂归骂、说归说，曾
文华还是一如既往地做
着自己该做的事。

上个月，一位乘客将
苹果手机落在曾文华的
车上，曾文华空车返回将
苹果手机送还到失主手
里，失主想给100元酬金，
被他拒绝了，只收取了空
车返回的路费。“这 14 元
是我该收的，其他的收下
我觉得不心安。”

在曾文华看来，不论
是捡到苹果手机、一箱黄
金，都是一样的意义，并
不会因为送还一箱黄金
就有多了不起。他说，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让
自己心安。”

上个月，曾文华与公
司续签了5年的合同。

在未来的 5 年里，说
不定，你还能在这个城市
的一角搭上他的出租车。

华西都市报记者 朱丹

现已开上
星级出租车

交警张龙突然就火了。
今年9月5日，成都市中心最繁忙的北

打金路口正值晚高峰。车流人流密集，一
个突发情况差点让交通瘫痪，在路口的一
辆轿车里，一对夫妻突然大吵起来，从车里
吵到车外。

妻子的父亲甚至躺在了轿车前面的地
上，堵住去路。但更让人揪心的是，夫妻俩
半岁大小的婴儿被忘在车里，无人照看。

那天，张龙正好在路口执勤，他发现了车
里的婴儿。张龙赶紧上前，一把抱起婴儿，一
边劝架，一边还要疏导交通。这一幕，恰好被
路过的华西都市报记者用相机定格，并通过
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发布出来。

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条微博立即
在网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迅速被转发了
3000余次，评论近千条。网友们近乎一边倒
地称赞这个抱着婴儿的交警，甚至有网友直
接给张龙取了个外号叫“奶爸交警”。

最近，张龙又有高兴的事了。快1岁的
儿子已经能偶尔喊出一两声“爸爸”。张龙
说，他收藏了一张那天他抱孩子执勤的照
片，等儿子懂事了，一定会拿给他看。

华西都市报记者 付真卿

今年8月25日，成都市蒲江县寿安派出
所民警赵凯（化名）在执行公务时，被李世良
推倒在地。整个过程，被人拍了视频上传到
了网络。网友主流声音是：质疑赵凯假摔，并
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假摔帝”。

12月15日上午，距离记者上次采访赵凯
的第41天，记者拨通了寿安派出所所长李志
军的电话，向他打听赵凯的近况。

“视频事件发生后，他压力非常大，精神
状态不太好，派出所给他放假了。”电话中，李
志军还说，事后，给赵凯打电话的人也特别
多，于是他换了手机号。

李志军说，视频事件后，经查证，赵凯并
非假摔，蒲江县公安局的领导还到赵凯家进
行过探视，并鼓励他甩掉包袱好好工作。他
作为直接领导，更是经常与赵凯聊天、谈心和
开导他。 华西都市报记者 席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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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址上班
常被路人认出

西昌市小庙乡李家村小学往右拐，

是一条笔直的林荫道。62岁的

“陪读奶奶”罗启珍，用轮椅推着她

患有脑瘫的孙子，在这条求学路上，一走就

是3年。

罗启珍的感人事迹经本报报道后，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西昌市委、市政府

“2011年度感动西昌人物”候选人中，罗启

珍榜上有名。截至12月15日，她以600多

票的网络支持率，排名第九。

爱心，也在涌向这个不幸的家庭，他们的

生活，正在发生着悄然改变。这个月初，罗

启珍一家收到火把液公司的5万元捐款。

现在，做手术的钱基本凑够了，一家人最迫

切的希望，就是嘉嘉能早点站起来。

12 月 15 日，天气阴，空中偶尔飘下雨点。
罗启珍换上雨靴，推着嘉嘉去上学。

和往常一样，西昌市小庙乡三年级的教室
里，祖孙俩仍然坐在第一排听课。

为孙子翻书、削铅笔、递本子、背着他上厕
所，在孩子们的朗读声中，罗启珍仍然觉得头晕
脑胀……

祖孙俩的生活，仍旧按照以前的模式进行
着。从学校回家的林荫道上，依然天天能看到
罗启珍推着轮椅的身影。

但是，罗启珍并不知道的是，她的事迹已经
广为人知。

在西昌市委、市政府评选的“2011年度感动
西昌人物”候选人中，她名列其中。截至12月
15日，她以600票的网络支持率，排名第九。

“感动西昌”暂排第九

罗启珍的感人事迹经本报报道后，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一家人的生活，正在悄然发
生着变化。

11月14日，西昌市副市长朱明，代表西昌
市政府，和相关部门一起前往李家村小学，看望
了罗启珍和嘉嘉。朱明表示，政府将帮助祖孙
俩渡过难关，帮助嘉嘉实现梦想。

罗启珍的事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12月6日，四川火把液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为这个不幸的家庭伸出了援手，捐款5万元。

“太感谢好心人了，嘉嘉站起来有希望了。”
对于罗启珍一家来说，这段时间“比过年还高
兴”。收到爱心捐款后，罗启珍和嘉嘉的母亲都
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按照计划，省关工委将带专家到西昌巡
诊。如果符合手术条件，省关工委还将对其补
助部分手术费用。

手术费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一家人就等着
嘉嘉能做手术的那一天。

从

爱心相助重拾希望

今年7月12日，在成都市一环
路东四段水碾河十字路口，上演
了一出紧张、惊险的救援大戏。

云南籍男子周正东站在高
高的电线杆上，岂图自杀。

在营救他的过程中，文明交
通劝导员朱燕坚持在雨中劝导1
个多小时，并数度落泪。遗憾的
是，朱燕的热心和热泪，没能感
动周正东。周正东不小心从高
处跌落下来，最终因伤势太重抢
救无效死亡。

周正东的离去，给朱燕留下
了永久的遗憾。但她含泪劝说
的画面，也永远定格在围观者的
心里，感动了众人。

工作
她背对着那根电杆

11月16日，朱燕值下午班。
从中午12点半起，她的身影

就出现在这个路口。
穿着厚厚的冬装，外面套了

件工作服，朱燕看上去很干练。
她所负责的路口就在事发

路口的正对面，她背对着那根事
发电杆。

朱燕说，男子跳电线杆的事
情，尽管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但
在她感觉仿佛就在昨天。尤其是
每天工作都要面对那根电线杆，不
时会想起男子跳下来的瞬间。为
了尽量避免这种联想，她工作时一
般都是背对着电线杆，面朝着过往
的路人。做其它动作时，也尽量侧
着身子，不去看就会少想一些。

路口的红灯点亮，她站直身
子，将口哨放进嘴里，“滴！滴！
滴！”卖力吹出最响亮的哨声，两
只手直直地伸展着，一只手还握
着用于指挥交通的红旗。

感动
还有市民记得我

“那个人跳电线杆后，我换
到龙舟路口，站过一段时间口
子。”朱燕说，以前，她隶属于一
大队。12月13日，单位结构有所
调整，她和另外几个同事一起调
整到了三大队。于是，她又回到
了一环路水碾河路口。

站口子这几年，一些路人都
比较熟悉她了。就在16日，都还
有认识她的人过路时问她“大
姐，你怎么又站回了这个口子？”
朱燕说，偶尔也会有人给她打招
呼。

前不久的一个雨天，一个小
伙子骑电动车滑倒了。她冲了
过去，帮助受伤的小伙子把车扶
正。扶人时，一个大姐叫了起
来，“你不就是那个哭着劝人的
人吗？”

她不解地问：“你怎么认识
我呢？”大姐回她：“报纸上都登
了的。”朱燕说，被人认出，她还
有点不好意思，瞬间脸都红了。
她没想到很平常的一个行为让
市民记了她这么久，这也让她有
些感动。

朱燕今年39岁，丈夫也在别
的路口当文明交通劝导员，每个
月，夫妻俩总收入 2000 元刚出
头。对于工作，她很满意。朱燕
说，单位给她们买有保险，让她
感到有保障。

“我喜欢这份工作，准备干
到退休。”朱燕说。

华西都市报记者 席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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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之路继续前行
对于嘉嘉来说，他很难明白，

这段时间为何他的身边出现了这
么多陌生人。但罗启珍和嘉嘉的
母亲冯丽萍却非常清楚，是这些好
心人，给了这个脑瘫儿站起来的希
望。

“我们不懂如何表达，但是我
心里特别感激，感谢华西都市报等
媒体，感谢爱心企业和所有的好心
人。”冯丽萍说。

如果嘉嘉万一手术失败，明年
9月1日，他还可以到西昌市特殊
学校就读。但罗启珍说，如果孙子
不愿意去特殊学校，这条求学路，
她还将陪孙子继续走下去。

文/图 华西都市报记者 徐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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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62岁的“陪读奶奶”罗启珍，用轮椅推着患有脑瘫的孙子，在求学路上，一走就是3年；

成都的哥曾文华面对乘客落在出租车上价值150万元的黄金，没有见钱眼开，而是想办法将其交还到失主手上；
风雨中，为了劝解爬上电杆的云南籍男子别做傻事，安全劝导员朱燕含泪劝说的画面被定格，感动了成都这座城市。

纷繁的尘世中，我们总会遇到假恶丑，但见证了这么多人间的真善美，2011的这个寒冬，我们感觉
很温暖……

温暖
要陪孙子走下去

罗启珍每天背着孙子上学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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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奶奶”不放弃

漫画姜宣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