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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長春，有這樣一位普通的哥王長春，他以的士當教室，駕駛位

做講台，用「草根兒」語言和「正能量」行為在日常生活中傳遞着文

明、和諧、誠信和友善，並且一做就是23年。■記者 張艷利 吉林報道

2233載堅持行善載堅持行善
創內地首個雷鋒車隊 義務拉乘殘疾人老人

吉林的哥吉林的哥

■■雷鋒車隊捐助殘疾人雷鋒車隊捐助殘疾人。。
本報吉林傳真本報吉林傳真

■■王長春和他的的士王長春和他的的士。。 本報吉林傳真本報吉林傳真

■王長春宣揚雷鋒精神。 張艷利攝

從1993年開始免費拉乘老年人和殘
疾人，1995年在內地啟動了第一

輛「免費助殘車」，2002年成立了內
地第一支雷鋒車隊，殘疾人和老人乘
坐雷鋒車隊的的士不收分文。到如
今，王長春已經免費載乘老人和殘疾
人23年。

深夜載老人回家 深受觸動
在談及是何原因令他想到免費拉殘疾
人時，王長春說，那是一次偶然的觸
動。
1993年的一天，王長春開車路過長春
208醫院門前，看見一位雙手拄拐、衣
衫破舊的老人。「當時，老人哆哆嗦嗦
地招手，可沒車拉他，我覺得他可憐就
把車停了下來。」王長春說，讓他印象

最深的是老人要下車時從懷裡掏出一個
「手絹包」，裡面露出的全是很破的零
錢，老人一張張數了足足幾分鐘。王長
春看後說：「大爺您別數了，車錢我不
要了。」老人驚訝地半天才道：「真
的？這是我第一次坐轎車，家人住院
了，這麼晚沒有巴士了才想着打車，這
打車的20多元（人民幣，下同）夠我們
老兩口吃半個月的菜了。」聽到這話，
王長春說啥也沒要老人的錢。
「老人打車這件事改變了我一生。

那一晚，我眼前總浮現老人被拒載時
孤獨無助的身影。」第二天一早，王
長春沒出車，而是花了180元錢做了
塊「免費助殘車」銅牌，掛在車前擋
風玻璃上，從此在助殘路上一走就是
23年。

「我沒想到這輛車竟成了內地第一輛
助殘車」。在他的感染下，部分的士司
機也漸漸開起「免費助殘車」，他們在
長春市的大街小巷默默幫扶着殘疾人。
「而這支助殘車隊就是之後雷鋒車隊的
前身。」
23年來，王長春帶領車隊隊員堅持

義務載乘殘疾人、行動不便的老年
人、孕婦1萬餘人；做好事、解難事
5,000餘件；為弱勢群體捐款、捐物20
餘萬元。

「非典」期間免費車卡贈醫護
王長春還回憶，在2003年內地「非

典」期間，很少有的士願意拉醫務工作
者上下班，但是「雷鋒車」卻並沒有退
卻。王長春說，「當時，我們印了五千

張免費乘車卡，讓他們憑卡免費乘車，
車隊因此還獲得了全國抗擊非典先進組
織。」
23年來，王長春不僅在車裡傳播正能

量，還經常走進學校、社區、部隊宣揚
雷鋒精神。其間被王長春感染而走上助
人道路的人很多很多，就連女兒也是在
他的熏陶下幫助他人，被評為吉林省美
德少年的女兒，曾發起倡議救助一名被
燒傷兒童，通過和北京的天使媽媽基金
會的一起努力，共為這名兒童募得捐款
128萬元。
「學習雷鋒，奉獻他人，提升自

己」，在王長春這裡已經從口號變成了
現實。每天，他和隊員們都駕駛着「流
動教室」，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
語言和行動傳播文明，溫暖社會。

2002年3月，內地第一支雷鋒車隊在「助
殘車隊」基礎上成立。20輛的士以雷鋒車隊
的形象嶄新亮相。2003年，雷鋒生前的好
戰友喬安山親手給隊長王長春的的士貼上全
國雷鋒研究會的統一標誌——雷鋒頭像。隨
後，三條「鐵律」出台：一是遵章駕駛，文
明待客；二是尊老愛幼，殘疾乘客免費乘
車；三是堅決杜絕違章。由於平時有了他這
張「婆婆嘴」、「大喇叭」的反覆「教化」
和行為示範，「雷鋒車隊」隊員人數迅速從
十幾人發展到了幾百人。
1999年12月，王長春因病住進醫院，

每天去看望他的人絡繹不絕。誰也想不到
一名普通的士司機竟能享受這樣的「禮
遇」。學校、部隊、街道和社區領導送來
了問候；曾經幫助過的殘疾人走進了病
房，雙目失明的退休女工在老伴的攙扶下
送來了鮮花；80多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在
子孫攙扶下親自來探望祝福，未曾謀面的
老中醫送來他研究了一輩子的偏方；還有
八位盲人，一個牽着一個找到了家裡來看
望他。各地打探病情和祝福的信件、電話
紛至沓來……王長春一次又一次地被感
動，就是因為這種被人信任的感覺，令王
長春沒有辦法停下來，病好後的他又一次
走上了助殘路。
王長春說，「人生中，任何碑都不如

口碑！在認識我的眾多人中，感謝我最
多的就是殘疾人，被人尊重和惦記，這
是多少錢都換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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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故鄉77載

保姆義養僱主全家 為救少主街頭乞討

山西太原某廣場7月3日舉辦高跟鞋賽跑，豐厚的獎品
吸引了眾多男女青年報名參加。 ■文/圖：中新社

川漢家藏祖傳川漢家藏祖傳「「大清銀錠大清銀錠」」真假待定真假待定

高跟鞋賽跑

102歲川籍抗戰老兵鄭

天付1938年離家奔赴前

線抗日，抗戰結束後，

他在安徽阜陽定居下

來，結婚生子，自此再

也沒能回到家鄉。經過

多方努力，鄭天付終於

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親

人，回到他魂牽夢縈的

家鄉。從安徽阜陽到四

川南充，老人整整走了

77年。 ■央廣網

張大爺家住四川
省巴中市恩陽區農
村，雖然仍住在年
久失修的泥土牆房
內，但他向媒體爆
料說自己擁有6個
共計重達16.8斤的
「大清銀錠」。張

大爺稱，這些銀錠都是其祖上流傳下來的，已有近一百多年歷史。
張大爺家一共有5個大銀錠，除了一個「麻銀」底部沒有字樣外，
其餘底部均有「大清銀錠」字樣，均形似小船，發出耀眼的色澤。
銀錠是由張大爺父親傳給他的，他一直藏着銀錠，直到去年9月他經
醫院檢查出多種疾病，身體越來越不好時才想起。張大爺擔心百年
之後，家裡兩個兒子會因為銀錠的事情產生糾紛，因此想變賣銀
錠。張大爺堅稱銀錠是真的，但巴中市文廣新局文物裝裱修復中心
一位修復師看了媒體所拍的照片表示，僅憑照片上看還無法完全斷
定真假，如需核實則需權威部門鑒定。 ■新華網

重慶農家女胡輝淑幼時
因病致殘，行動不便。初
中畢業後，胡輝淑不要家
人照顧，獨自謀生，經營
起了縫紉店，期間結識了
陳定東並組建了家庭。但
好景不長，丈夫突患肺結
核，家庭重擔又落在了她
肩上。然而胡輝淑沒有屈
服，當聽說蜂蜜能治丈夫
的病情後，她學起了養
蜂。經過她的努力，養蜂

生意逐漸紅火起來，而且丈夫病情也得到了好轉。隨着養蜂生意越
做越大，她成功地註冊了合作社，還帶動了周邊的蜂農發展養蜂事
業。 ■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區朱紫巷小區有一位將近6旬的
「保姆奶奶」趙月蘭，7年來她不僅義務給僱主的孩子
當保姆，還用自己的微薄收入負擔起僱主一家衣食住
行。今年一月份，僱主孩子優優患重病，為了籌集治療
費，她更是走上街頭為優優乞討募捐。
2008年，趙月蘭退休之後，在熟人的介紹下幫吳平
發照料剛剛出生6個月的兒子優優。可還沒做幾個月，
她得知僱主吳平發患有重病，根本無力支付工資。她
不僅一分錢沒收，而且把僱主一家接回家照料了7年。
如今優優已經讀小學了，吳平發病得已經徹底喪失了
勞動能力。趙月蘭僅憑每月1,000元（人民幣，下同）
的退休工資，支撐着兩家人的生計。不幸的是，2015

年1月，優優突然患上了少兒特化型風濕關節炎全身型。據醫生介紹，完全治癒需
要將近30萬元的費用，這對本來就雪上加霜的家庭來說，更是一筆龐大的開支。
現在，優優已隨父親前往上海治病，趙月蘭在家募捐乞討，捐助的錢都寄去上

海。她只希望有社會上的好心人幫幫優優，盡快把病治好，能早日和同齡人一樣進
入課堂學習，健康快樂地成長。 ■實習記者 牛琰 江西報道

近日，由福建永春縣
仙夾鎮龍水村5名功底
深厚的漆籃製作老藝人
採用傳統製作材料和工
藝、經過2個多月的製
作的號稱「天下第一
籃」的巨大漆籃模
型——「三層四件套盛
籃」坐落在該村漆籃文
化廣場，成為最吸引人們眼球的一個景點，眾多愛好者慕名前來參
觀。作為著名的漆器手工藝品，永春漆籃至今已經有500多年歷史，
廣受海外僑胞喜愛。永春漆籃先後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作名錄和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由於它的生產基地位於福建省泉州
市永春縣仙夾鎮龍水村，因此人們將這裡生產的漆籃也稱為「龍水漆
籃」。 ■記者黃瑤瑛、通訊員康慶平 泉州報道

福建永春漆器老藝人福建永春漆器老藝人 巧製巧製「「天下第一籃天下第一籃」」

殘疾女養蜂救夫 意外成就殘疾女養蜂救夫 意外成就「「甜蜜事業甜蜜事業」」

鄭天付7月2日坐上了開往老
家四川南充輝景鄉大堰溝

村的汽車，隨着家的距離逐漸拉
近，他開始有些近鄉情怯。鄭天付描述了他印象
中的家鄉：有條蜿蜒的泥巴路，一路走過去就是
小山丘腳下，他家就住在那兒。他一輩子也忘不
了這條路，77年來，這條路常出現在他的夢中。

鄉親夾道歡迎 嚐家鄉菜落淚
10點10分，鄭天付終於回到了家。86歲的妹

妹鄭玉芳和92歲的妹夫曾仲倫從家門口快步迎上
前來，牢牢拉住鄭天付的手。這個場景，鄭天付
苦苦思念了77年。
為了迎接哥哥回家，鄭玉芳前兩天就把家裡都打

掃了個遍。得知鄭天付回家，全村的鄉里鄉親紛紛
趕來夾道迎接，就連鎮上的腰鼓隊也專程趕來助
興。為了迎接77年沒見的哥哥回家，鄭玉芳一家特

地擺上壩壩宴，要讓他好
好嚐嚐家鄉的味道。桌上
全是四川菜，鄭玉芳沒怎
麼吃，倒是不斷給鄭天付
夾菜，勸他多吃點。在鄭天付的記憶中，老家的味
道是一碗豌豆麵。鄭玉芳說，哥哥參軍離家前，每
次吃豌豆麵都吃得特別多。鄭天付放下端着的酒
杯，眼淚不自覺地從眼角滑了出來。

弟妹不信戰死 多年未忘兒時
鄭天付還有個名叫鄭天萬的⼳弟，可惜沒有見

到哥哥就在去年過世了。自從鄭天付去當兵後，
家人都在盼抗戰結束，但等到戰爭結束，還是沒
看到他回來。有人告訴他們鄭天付死在戰場上

了，但弟弟妹妹都不信。鄭玉芳表示，好幾次她
都差點哭出來，但是她不敢哭，因為不想哥哥流
淚。鄭玉芳回憶，小時候哥哥就在田裡幹活，偶
爾帶着她偷跑，玩到很晚才回家。令鄭玉芳沒想
到的是，哥哥會被抓壯丁上前線打鬼子，一走就
是77年。鄭玉芳表示，這兩天她會陪在哥哥身
邊，這也許是他們這輩子最後一次見面了。
3日上午，鄭天付和鄭玉芳一家到山上給父母
上墳，而4日，鄭天付就將動身回安徽，畢竟在
那裡，他還有一個家。

抗戰老兵抗戰老兵終終回回家家

■優優已是趙月蘭不可割
捨的親人。 本報江西傳真

■胡輝淑正在提取蜂蜜。 本報重慶傳真

■「天下第一籃」。 本報福建傳真

■張大爺家中的銀錠。 網上圖片

■■77月月22日日，，鄭天付的妹妹妹夫和村裡鄭天付的妹妹妹夫和村裡
的鄉親夾道歡迎老人回家的鄉親夾道歡迎老人回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親人重逢，吃上了家鄉飯，鄭天付老人
激動落淚。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