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出版了22年、定價3.95
元人民幣的書籍《續編寫信不求
人》近日在網上爆紅。該書內容
是教授如何寫信，內容包括寫情
書、勸解、借條、致歉等。這本
書的特別之處在於遣詞造句十分
唯美，頗有文藝範兒。有網友看
後留言：「詞句太美，竟不知不
覺就聲情並茂地讀了出來。」
該微博由網友「張高興兒」發
出，並配發了9張圖片，其中包
括書籍的封面、內容例句。微博
一經發出，即刻引發網友跟風拜
讀，並紛紛向博主留言稱讚。網

友「對不起我是個NPC」就感
歎：「讀到了那個年代的質樸真
誠！」 ■記者楊毅 重慶報道

出版出版2222載工具書網絡爆紅載工具書網絡爆紅

■■《《續編寫信不續編寫信不
求人求人》》封面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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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即將到來之際，河南鄭州巴士
司機王健為準媽媽們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禮
物——「準媽媽徽章」，希望準媽媽們戴着
它，在巴士或公共場所會享受到更多關注和
關愛。
「剛懷孕的『準媽媽』們由於體形與普通
人沒有什麼區別，很難引起他人的關注，而
且大多數低月齡孕婦也羞於啟齒，乘坐巴
士、排隊等沒有享受到應有的照顧。以前在
行車過程中，經常有乘客遇到肚子微凸的年
輕女士，總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讓座。怕的就
是表錯意，人家沒懷孕自己卻讓了座就特別
尷尬，我的妻子今年也剛剛懷孕，因為懷孕
之初身體還沒有發生變化，沒有得到應有的
照顧，所以我就自己親手製作了200枚『準
媽媽徽章』在巴士上免費發放，使準媽媽在
乘坐巴士時得到應有的關愛。」王健說。

據悉，王健會在自己的行車線路中免費發
放，有需要的「準媽媽」可攜帶相關證明，
到269路（王健負責的巴士路線）調度室免
費領取「準媽媽徽章」。

■記者高攀、通訊員楊超群鄭州報道

A33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單腿少年求學
數千公里跳行跳行跳行

巴士司機關愛準媽媽 送自製識別徽章

一拉水果的貨車日前因煞車失靈衝進雲南通建高速
自救匝道，車頭嚴重變形，兩名駕駛員被卡駕駛室，
一人半身懸空，血流不止。現場救援力量有限，雲南
紅河交警倪海庭為減少傷者疼痛，用身體托起傷員，
直至3小時後傷者獲救。 ■央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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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托傷者

早上5點40分，東方微明，湖南常寧市柏坊鎮袁益村一片

靜謐。15歲的單腿男孩李成，已經開始沿着崎嶇的山路，用

他僅有的左腿向前「跳」行，一步、二步、三步…… 兩歲

時，李成因車禍失去右腿。但這位堅強的少年沒有被不幸打

敗，從四年級起，他單腿「跳」着求學，風雨無阻，從未缺

課或遲到。 ■中新網

在雲南昆明，王鄭和先生近日
拾到一枚僅有1元硬幣大小、重
量僅7.53克的「袖珍雞蛋」，相
當於普通雞蛋的1/7。王鄭和表
示，想申報健力士世界紀錄。
王鄭和說：「五一假期，我和

妻兒到開遠妻子老家，早上聽到
雞叫後，便去雞窩裡撿蛋，沒想
到卻是枚小的。在場的人都覺得
有些奇怪，因為母雞是三四斤重
的土雞，平時下的蛋也不小，這
次怎麼就下了枚這麼小的蛋。」
王鄭和將這枚小雞蛋帶回昆明，
「這枚雞蛋還是紅皮的，我想申
報健力士世界紀錄。」

雲南野生動物園動物專家唐陽
春分析說：「這枚蛋可能是在輸
卵管裡形成時，沒有蛋黃，只有
蛋白，因此就成小蛋了。也有可
能是母雞產蛋過程中受刺激所
致。」 ■雲南網

男子拾男子拾11元硬幣大小雞蛋元硬幣大小雞蛋 欲申健力士欲申健力士

■王鄭和拾到一枚僅有1元硬幣
大小的雞蛋。 網上圖片

5日，在四川成都363醫院婦
產科的病房裡，87歲老太太在病
床上露出了笑容，因為讓她備受
煎熬5年的疾病通過手術得到治
療。據363醫院婦產科主任王雪
英介紹，老太太患有子宮重度脫
垂，站立咳嗽時子宮都會從體內
掉出來，讓她行動不便，小便困
難。
據老太太的四女兒連女士介

紹，她的媽媽在82歲時便被查
出有此病，當時她們在老家重慶
的一家醫院治療，手術當天，醫

生突然告訴家屬不能為老太太做
手術，因為她的年齡太大，怕麻
醉過不了會有生命危險，建議家
屬保守治療。「當時媽媽的病還
沒不像現在這麼嚴重，我們也就
沒有冒險為她做手術。」
然而，去年老太太的病情惡

化，影響到日常生活，臥病在床
一年。今年4月27日，王雪英作
為主刀醫生為老太太做了子宮切
除術和骶骨懸掉，整個手術持續
1個多小時後成功。

■四川新聞網

咳到子宮跌出體外咳到子宮跌出體外 八旬婦受煎熬五年八旬婦受煎熬五年

■■ 從四年級起從四年級起，，李成就李成就
單腿單腿「「跳跳」」着求學着求學，，風風
雨無阻雨無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零缺課、零遲到是李
成的出勤紀錄。網上圖片

■■ 巴士司機王健巴士司機王健
和他製作的和他製作的「「準媽準媽
媽徽章媽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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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決心讀完嗎？」「有，請校長相信
我！」這是2013年9月1日，常寧市

柏坊鎮中學校長譚國新和李成的第一次對話。對
於這個「特殊」的學生，譚國新起初有着太多的
擔心與猶豫，可李成急切的求學之心和無比堅毅
的眼神，讓譚校長決定讓他試試。
零缺課、零遲到是李成的出勤紀錄。對李成這
樣獨腿「跳」着去上學的少年，背後要付出的艱
辛可想而知。
李成的家離學校單程有三公里，為了準時趕到

學校，他必須每天早上5點40分就從家裡出發。
幾年求學路，他至少「跳」行了3,000公里。遇
上下雨天，他打傘不方便，便只能任由雨水拍
打。下雪天路滑，他便小心翼翼的跳一步歇一
下，摔倒了掙扎爬起來繼續往前「跳」。
李成的獨立與自強，讓班主任鄭老師欣慰的同

時特別心疼。但李成反而安慰鄭老師：「沒關
係，我早就習慣了。農村孩子沒那麼嬌氣！」

兩歲遇車禍 不幸失右腿
李成兩歲時，媽媽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來。沒

多久，他便因車禍，失去右腿。為了一家的生

計，父親長期在外幹苦力，一年也只有近2萬元
人民幣的收入。李成只能與70歲高齡的奶奶相依
為命。
他7歲便學會踩着凳子自己做飯，自己洗衣

服，給生病的奶奶端水餵藥。
李成的樂觀與堅強，讓一些同學從最初的憐憫

變成由衷的敬佩，繼而彼此成為好夥伴。他的同
學呂子豪說，李成的生活雖然艱苦，但他十分自
信樂觀，從未有過任何抱怨。
中考即近，李成表示，已經決定去常寧市職業

高中學習計算機維修，「這樣可以早點讓奶奶和
爸爸輕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