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福建晉江打工的
冉小勤夫婦不走尋常
路，選擇騎電單車回

家，全程1,928公里，花
了6日及800多元的食宿
和油費。
冉小勤去年6月花1萬

元買入這架電單車，還花
了3,000元安裝最新的導
航系統。雖然搭長途汽車只需20多個小時就能到家，但
在家過年期間，家人去哪裡都可以騎車，不用逼巴士。
10日，夫妻進入重慶地界，歸心似箭的二人騎上滬渝

高速，不料卻在一處隧道口被重慶高速執法隊攔下。
冉小勤表示，夫妻說了自己的經歷，執法隊員則進行
了口頭教育。由於擔心二人疲勞駕駛，執法隊員調來了
一架車，載着他們及電單車到了執法隊的一個辦公室休
息，並為他們另指了一條安全的回家路線。

■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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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熊貓繁育研
究基地近日透露，最
新一輪的野化放歸項

目中，兩隻大熊貓幼仔已
經進入半野化培訓區，開
始逐步適應野外的生存環
境，有望在不久後被正式
放歸自然。
兩隻大熊貓分別名為和勝、倩倩。甫入園區，膽大的
和勝就跟隨科研人員一路向半山攀爬，而內向的倩倩就
近選了一處原生白夾竹進行採食；等到和勝完成上下
樹、爬坡等探索、足跡覆蓋了培訓區的三分之一時，倩
倩才嘗試跟隨科研人員進行「翻山越嶺」的冒險。
工作人員介紹，現在牠們每日都在培訓區中四處活

動，學習如何尋找食物和水源，「我們會有意地引導牠
們熟悉地形，令牠們在野外環境中睡覺及進行各項活
動，目前首要重任是確定這兩隻大熊貓是否能夠在野外
環境生存。」 ■記者 周盼 成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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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臨近，山西省長治市南郜村迎來了幾位「稀客」。
來自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5個少數民族孩子，同他們的支教
老師張勤一起「回家」過年。這些大涼山區的孩子是第一次走
出大山，親眼看到外面的世界，感受漢族農曆新年的氛圍。
然而張勤卻有些憂慮，一方面當地家長不重視教育，許多孩

子為了放羊而輟學；另一方面去當地支教的老師留不住，大多
數待幾個月就走了。如今，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更多人來幫
助那些失學的山區孩子。
右圖為張勤（左）和第一次吃雪糕的彝族孩子阿余時日，左

圖為一行人在長子縣的山間散步。 ■新華社

走出大山去過年

楊世新12歲的兒子，去年4月
被查出患上白血病，醫療支

出很快花光了家中十幾萬的積蓄，
即使四處借債也難以支撐。楊世新
希望自己給兒子做骨髓移植，經配
型檢測符合條件，但幾十萬元的手
術費又令他望而卻步。無奈之下，
楊世新就在醫院門前乞討，期望好
心人施捨幫助。

拾18萬等失主獲善款50萬
說起那個改變他命運的日子，楊
世新仍記憶猶新。「那天是7月8
日上午，我還在擺攤乞討」，當時

他旁邊有幾個山東青島的病人家屬
坐着喝酒，楊世新還勸他們少喝
些。約11點，那幾個人離開後，
楊世新發現他們落下了一個皮包。
「我打開一看，裡面是一萬一疊
的人民幣，一共18疊，總數18萬
元。還有幾張12歲男孩的尿毒症
病歷。」楊世新說，撿到這些物品
後，自己沒有猶豫，馬上想到的是
怎樣物歸原主。於是他就在原地等
待失主。旁邊一個小販見到，幾次
勸他「拿走算了」，但楊世新不為
所動。即使後來下雨，他也一直在
等待。直到下午兩點多，失主才趕

回來，楊世新最終「完璧歸趙」。
事件傳開後，天津市民為這位拾
金不昧的「乞討爸爸」籌得了50
萬元的善款。楊世新已用這筆錢付
清了目前所需的醫療費用，但是兒
子手術後的高額藥費尚無着落。目
前租房居住的他，準備將村內的一
處住房賣掉籌錢。
好消息是，昨日的移植手術後，
父子暫時均告平安。至於執到的那
筆錢，楊世新說：「如果那天我把
18萬留下，就不會有後來大家對
我的幫助，我可能就走不到今天。
我相信好人有好報。」

楊世新是天津一位44歲的農民。為給身患白血病的兒子治病，他街頭乞討，其間偶然

拾到18萬元巨款，卻未將其據為己有，而是冒雨等待失主逾3個小時，最終將失款如數

歸還。有民眾為此動容，伸出援手捐助50餘萬。 ■記者 達明 天津報道

無錢救子卻拾金不昧

乞討爸終得善報
■冉小勤夫婦在高速路上被執
法隊員截停。 本報重慶傳真

■兩隻大熊貓在接受野化訓
練。 本報四川傳真

■■手術前手術前，，楊世新夫婦隔着無菌病楊世新夫婦隔着無菌病
房的窗戶看望兒子房的窗戶看望兒子。。 達明達明攝攝

■■楊世新準備出售的楊世新準備出售的、、位於天津位於天津
精武鎮閻莊村的住屋精武鎮閻莊村的住屋。。 達明達明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