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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继兵

　　

　　“请大家往里站一站，注意保管好自己的

随身物品。哪位给大爷让个座儿。车辆拐弯请

您扶好坐稳。”身着黑色制服，佩带红色安保

巡逻袖标的乘务管理员李斌操着山西普通话

高声提醒着每一位上车的乘客。

上岗

　　李斌1976年出生，山西省高平市米山镇

人。他中等身材，国字脸，两道浓眉，眼睛虽不

大却放射着安保员特有的犀利目光。李斌家庭

和睦，育有一子。2018年3月到北京入职军友保

安服务公司。2019年3月经考试合格，成为北京

公交集团客八分公司941路乘务管理员。941路

上行59站、下行57站，途经门头沟、石景山和丰

台三个区，全程行驶时间平均112分钟。

　　北京公交乘务管理员是一支公交战线安

保行业全新的队伍。肩负维护乘车秩序，确保

乘客和车辆安全的重要职责。全市公交集团

265条常规公交线路，配备了16000余名身着统

一制服佩戴安保巡逻红色袖标的乘务管理

员。上岗前，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政治素质、业

务规范、发现能力、语言交流、处突技能等专

业培训。考虑乘务管理员大多是外地来京人

员，还专门增设了熟悉地名、称谓、车站附近

主要医院学校超市等特殊课程。李斌完成了

整套培训，并以优异成绩达标。李斌反复抄

写，刻苦学习，熟记硬背了“十六字方针”和

“十八个怎么办”。李斌常说“武艺练不精，不

算合格兵”。他每天不到5点起床，晚上总是11

点以后睡觉。每周休息一天，他几乎全放在乘

务管理员的业务复习上。

　　人在岗上，李斌仍刻苦钻研业务，熟记每

一个车站的名称，尽可能多地掌握车站周边

的医院、学校、超市、公园和沿线的建筑与单

位。他爱岗敬业，全身心履行乘务管理员这份

神圣职责。3年多来，共捡拾乘客遗失的手机6

部，钱包3个，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万余元，

收到锦旗3面，表扬信7封。

巡视

　　乘务管理员的职责主要是维护乘车秩序，

确保乘客和车辆的安全。一方面要制止易燃易

爆及危险物品上车，另一方面则要关注和保障

每一名乘客的安全。车厢虽然不大，李斌每天

都要在车内往返走几百次，反反复复地巡视，

警惕着各类不安全的苗头和治安隐患。李斌注

意的对象除了可疑人员，更多的是老人、孕妇

和小孩。只要有小孩上车，他都要叮嘱大人把

孩子看护好，不要在车里来回走动。

　　一天上午，一名孕妇要到医院复诊，上车

后，李斌给她找了个座。离医院还有一站时，

她就站起身。李斌说：“您别着急，等车到站停

稳后，您再起身也不晚。”可这名孕妇说，老坐

着太累，硬是站起来。恰巧，汽车遇到情况急

刹车，李斌第一时间扶住她的胳膊，用身体挡

住险些摔倒的孕妇。孕妇特别感动，连声道

谢。还有一次，李斌在车内巡视，发现车厢后

座一位女青年脸色苍白喘着粗气，赶忙上前

询问，得知女青年是低血糖，李斌立刻向乘客

求救：“哪位师傅有巧克力或吃的东西？这儿

有个低血糖病人。”话音未落，一位大妈从包

里拿出几块奶糖，塞进女青年嘴里，缓解了病

情。李斌曾在巡视中发现一个穿着不整的妇

女拿着一个编织袋，包内向外滴着血，迅速叫

司机停车，发现包内是已经死去的小狗。这名

妇女语无伦次地说是带狗看病，按照乘车规

定，李斌及时将妇女劝下车，并打了110，警察

很快赶到，证实妇女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做了

相应处理。

助人

　　作为一名公交乘务管理员，李斌急乘客

之所想，帮乘客之所需，把管理融进服务之

中，做乘客的贴心人。2019年秋天的一个中

午，一位大妈拉着一小车的东西，吃力地上

车。李斌上前把小车接过来，又向有座位的乘

客招呼起来：“哪位师傅给大妈让个坐。”“来，

您坐我这儿。”一个小姑娘闻声站了起来。“谢

谢姑娘，谢谢啦。”这位姑娘忙收起手机，把大

妈扶到自己的座位上。三站地后，大妈下车，

“来，姑娘，这是你的座儿。”“不用了，大妈，我

下站也下车。”这时，李斌温和地对过道乘客

说，“劳驾让一让。”边说边从前车门挤到大妈

身边。车停稳后，李斌替大妈刷老年卡，又帮

她将行李车抬下车。

　　2020年夏天，早上7点多的南宫站，一对老

年夫妇在等车。老两口经常在早晨坐公交车去

石景山医院看病，由于老大爷行动不便，坐着

轮椅，而李斌早已记在心上。每次早上到了南

宫站李斌都要观察，只要发现二老，便主动下

车，把老大爷背上公交车，然后再把轮椅拿上

车，放到安全的位置。好心的乘客们都会自觉

给两位老人让座。车到石景山医院后，李斌先

把轮椅拿下车，然后再把老大爷背下去，放在

轮椅上等老人坐稳后，李斌才上车。

处突

　　乘务管理员在公交车上不光要疏导乘

客，提醒乘客，帮助乘客。更重要的还必须凭

机智、果敢维护乘车秩序，确保乘客安全。

　　2020年9月5日，李斌就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

考验。那天，他在941路公交车上跟车服务。当车

行驶到石景山古城站时，一名身穿迷彩服的男

青年手提一个白色布袋，神情慌张地冲进了车

厢。上车后，便左顾右盼，立刻引起了李斌的高

度警觉。李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名男青年身上。

李斌先上前用关切的语气试探地对男青年说：

“车厢过道窄，你把东西拿紧，扶好把手啊。”男

青年瞟了一眼李斌，下意识地把白色布袋挪到

了脚前。李斌总觉得他的眼神不对，更加警觉起

来。正当公交车驶出老山站的一刹那，这名男青

年突然从白色布袋抽出一把刀，由后门径直向

坐在车厢右前方的一名乘客砍去。说时迟，那时

快，早已注意男青年的李斌一个箭步冲上去，试

图制止持刀男青年，同时大喊：“师傅，快停车。”

司机闻声将车停在路边。此时男青年发疯似地

挣脱李斌，并疯狂用刀向李斌刺来。

　　面对尖刀，李斌没有后退半步，一手紧紧

掐住那人脖子，一手死死抓住其持刀的手，直

到与随后赶来的公安人员合力将持刀青年制

服。而此时李斌的身上已经多处受伤，因为在

搏斗中失血过多，昏迷在车上。直到送进石景

山医院被紧急抢救，确认他身上有9处刀伤，

缝合22针。

　　2021年李斌荣获“2020北京榜样”十大年

度榜样人物和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面对荣

誉，笔者问李斌有何感想和打算，这位帅气朴

实的小伙子手捧金灿灿沉甸甸的奖章，沉思

片刻，坚定而憨厚地说了10个字：只要我当

班，人车保安全。多么朴实而掷地有声的誓

言，首都的公交车上正是有了成千上万个像

李斌这样的乘务管理员，人们坐公交车出行

才更放心，更安全。首都人民需要像李斌这样

的公交车“守护神”！

□ 马晓炜

　　

　　秋天的景象还没完全褪尽，时

间就踩着厚厚的落叶，披着清澈高

远的蓝天，急不可待地闯入了冬天

的地界。

　　我国古时民间习惯以立冬为冬

季的开始，古人云：“冬，终也，万物

收藏也。”此时草木凋零，蛰虫伏藏，

农作物已收割晾晒完毕收藏入库，

田间地头开始进入农闲时期。

　 　 立 冬 ，还 有 一 个 响 亮 的 名

字——— 小阳春。此时，暑已去，寒欲

来，气候却依然可以说是温暖。“细

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

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

已是久居江南水乡的我，对此有着

切身的感受，无论漫步郊外，还是行

走在林立的高楼间，许多草木满是

半青半黄的模样，而那路旁伫立的

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樟树和花坛里争

奇斗艳的簇簇菊花，将行人的目光

装扮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每天有

如此醉人的景色相伴，冬天好像与

我们不相干似的。

　　然而，在我的故乡，平原上那遍地凋零的树叶，

早已无声地淹没了一个季节的骄傲。浩荡的西风，从

空旷的田野走过，留下芦苇白头、飞絮，守着河滩，回

味着昔日葳蕤生长的风雨和曲折。

　　立冬了，乡村没了往日热火朝天繁忙的景象，悄

然变得悠闲自得了。老人们蹲靠在墙根或柴草垛，惬

意地晒着太阳，聊聊年景，说说甜美的往事，岁月的

悠长被盘点得暖意融融；女人们则三三两两地聚在

一起，一边聊家常，一边织毛衣、纳鞋底，不时地还爆

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把立冬后的日子过得舒心、惬

意；跟着主人起早贪黑的老牛，也躲在牛棚里，不紧

不慢地咀嚼着时光，开启了静享安然的模式。

　　田家无闲月，立冬更是人倍儿忙。村南不远的荷

塘里，刘二叔正带着几个壮劳力，意气风发地走下清

瘦的池塘，干枯的荷梗下，他们捞出一节长长的莲

藕，相互比着收获的长短与斤两，丰收的喜悦，将一

汪冰凉透骨的塘水撩拨得热气腾腾。与采挖莲藕的

刘二叔比起来，隔壁的木匠吴大伯却略显孤单了，他

背着吃饭的家什，一步三回头，走在弯弯的村路上，

与家人挥手告别。接下来的日子，他将漂泊在都市的

大街小巷，用乡下的淳朴，为城里人送去一抹冬日的

暖意，也为家人编织一个喜庆祥和的幸福年。

　　俗话说：“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对

孩子们而言，立冬了，我们心心念念的是美美吃顿饺

子。每到立冬日，家家户户总不忘仪式感满满包顿香

喷喷的饺子。在我幼小的心里，似乎唯有在立冬吃上

一碗母亲包的饺子，哪怕天寒地冻，也可平安温暖过

冬，更不用担心耳朵会被冻掉了。时至今日，每到立

冬时节，我还坚持给孩子们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饺

子，期盼多年后，他们能够与我故乡的味道邂逅。

　　立冬是季节的一个片段，更是一帧绚丽的风景，

朴实而自然，萧瑟而明媚，无声而有声，一年又一年，

从我的眼前划过，却在心底定格。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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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坤

　　散步的时候，我在广场上看见一位坐在轮椅上

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晒太阳，懒散的样子，好像对这

个世界漠不关心。

　　这样的老人，广场上有很多，如果不是那一身豆

绿色检察制服吸引了我，我应该不会停下脚步。

　　走近才发现，他的头发已经稀疏，皮肤已经松

弛，脸颊有些干瘪，投落在地上的影子过于孱弱，像

燃烧后的灰烬。

　　我在记忆的长河里，一遍遍地搜寻着……终于

打捞起关于他的记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可他还是

他，同样的一个人，但已至暮年，跟留在我印象中的

那个他怎么也无法吻合。想来也是，20多年时光足以

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

　　20多年前，我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机关，刚到检察

院，领导让我先在政工科过渡一段时间。那时政工科

只有他一个人，科长、科员一身挑，工作包括人事、教

育、宣传。每天他都忙得热火朝天，不是帮干警调整

工资就是组织教育培训，工作间隙还要写内宣、外宣

文稿。实在累了，他就坐在椅子上，向后用力靠靠背，

两手交互着掸一掸干净整洁的豆绿色检察制服。

　　有一天晚上，加班忙完各项工作以后，我和他聊

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是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

从粮食系统调进检察院的，穿过米黄色检察制服和

现在的豆绿色检察制服，不管哪种检察制服，他都非

常喜爱。如今还有不到两个月就60周岁，该退休了，

真舍不得离开检察院，更舍不得穿了20多年的检察

制服。说到这里，他又习惯性地两手交互着掸一掸干

净整洁的豆绿色检察制服，我也从他疲惫的脸上读

出了丝丝落寞。

　　一个多月后，他退休了。走的那天，他穿了一身

新领的豆绿色检察制服。

　　如今，这身豆绿色检察制服已经很旧了，颜色已

经有些泛白，却依然整洁、完好，连一丝褶皱和损毁

都没有。我相信，他在光阴编织的故事中改变了许

多，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对豆绿色检察制服的钟情和

偏爱。我相信，这种钟情和偏爱一路陪伴着他，晨钟

暮鼓，浑然不觉时光移走了多少，在慢慢变老的路

上，痴恋成一颗晶莹的绿琥珀。

　　这时候，他睁开了浑浊的双眼，看了看我，看了

看周围，然后兀自两手交互着、掸一掸干净整洁的豆

绿色检察服。

　　我的眼睛湿润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老检察

公交车上的“守护神”

最温暖的“90后男团”

□ 苗伟

　　

　　麻雀，是我们儿时的小伙伴。

　　高山沟壑纵横的雁北大地上，麻雀是数量最多、分布

最广的鸟类，自然也就成了我们朝夕相处的朋友。

　　每天清晨，麻雀们叽叽喳喳的叫声，准时把我们从睡

梦里唤醒。它们的叫声虽然不那么悦耳动听，却给人以生

命的气息、生活的热情。

　　麻雀总是围绕着人类的居住地繁衍生息。窗台上，树

枝头，屋檐下，麻雀的身影随处可见，家乡人亲昵地称它

为“家巴雀”，仿佛是居家的宠物。

　　麻雀其貌不扬，个头不大，似一团灰褐色的小绒球，

飞不高，飞不久，也迁不远。

　　麻雀是鸟类中的下里巴人，浑身乡土气，平凡朴素，

登不上大雅之堂。它们为了果腹充饥，为了繁衍后代，整

日忙忙碌碌。

　　夏秋之际，也是麻雀们最快活的时光。它们结伴觅

食，起飞时漫漫成片，一有风吹草动，便呼啸而去。

　　掏鸟蛋是我们儿时最快乐的事情。麻雀的窝大多在

屋檐下小小的空间里。瞅准它们频繁出入的地方，我们便

费尽心思去抄老窝，全然不顾鸟儿的悲伤。掏上几枚小小

的鸟蛋，小心翼翼地捧回家，让妈妈在笼里捎带蒸熟，便

成了我们的人间美味。

　　一场大雪来临，我们便忙着扣鸟。在白茫茫的院子

里，扫出一小片空地，支上筛子，用一根草绳远远地连接

起来，躲在鸟儿们看不见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俟

麻雀上当进入筛子下觅食，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拉，

麻雀便成了我们的猎物。麻雀是机警的，尽管十有九空，

我们仍乐此不疲。

　　麻雀从不厌弃生它养它的一方热土，坚韧不拔，生生

不息。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无论是狂风还是雨雪，始终

不离不弃，与人们同吸一缕晨风，共伴一轮夕阳。

　　我们何尝不像一只小小的麻雀，在大自然中度过

一生，显得很渺小。我们也像麻雀一样，为生存而忙碌，

为挑战而抗争，挣扎于世间角落，奋发于风雨间隙……

《宪法至上》 篆刻作者 张贵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篆刻作者 杨文军

管了件“闲事”
□ 殷振

　　

　　我是一名交警，日常工作就是路口执勤，处理各类常

见的交通事故。但有一次却不由自主地“跨界”，干了其他

警种的活儿。

　　那天我刚从路面执勤结束回大队，赶到大队门口，一

名40多岁的男子急匆匆地走过来，冲着我喊道“警察同

志，我遇到了诈骗！”我愣了一下，这得去刑侦大队或辖区

派出所报案啊，交警不管这事儿。但碰到群众求助，也不

能袖手不管呀。

　　“别急别急！你还没转账吧！”看着他焦急的模样，我

一边安抚他，一边把他带到办公室问个清楚。

　　“不听不信不转账！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好极了！那你说给我听听。”

　　原来，这名男子叫黄某，就住在交警大队对面的小

区。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突然接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电话，

对方自称是某市公安局“魏警官”。“魏警官”在电话中称

黄某的银行账户内收到了一笔15万元钱款，是别人误打

入他的账户，要求黄某尽快如数归还……黄某一听对方

自称“警察”，于是怀疑遭遇了“公检法”一类的电信诈骗，

还没听完就挂了电话。没想到“魏警官”接连3次又打来电

话，要求黄某尽快归还15万元，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黄

某心里没谱了，第一时间想到找警察求助，也不管三七二

十一，就跑到最近的交警大队来求助。

　　这类诈骗很常见，虽是交警，但是如何防范诈骗我还

是很清楚的。

  “你的账户真多了15万吗？”我问黄某。

　　“骗子的话也能信？银行短信我是收到了，但这一定

又是骗子发的假消息。”黄某说。

　　“还是先查查你的银行账户吧。”我建议。

　　黄某登录网上银行，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哎

呀，真的多出了15万元！这真是飞来横财呀！”

　　过了一会儿，黄某又说：“这肯定又是骗子的伎俩！我

听说了，这钱肯定没法取出来，骗子随时可以转走的！”

　　不得不说，这黄某反诈骗常识还是挺丰富的。我看看

入账时间，已经是两天前，超过了24小时，这转账无法撤销

了。黄某的账户上真多出了15万元巨款！看来，这事有些

蹊跷。

　　我拨通了黄某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这位“魏警

官”。工作单位、警号，我一一核实，没错，这“魏警官”确实

是某市公安局派出所民警。魏警官在电话中告诉我，其辖

区的刘女士是一企业财务人员，而黄某曾在该企业工作

过，双方虽不认识，但因发放过工资，双方账户便有过转

账记录。前几天，刘女士通过网银转账时，不小心点击了

黄某的账户，于是15万元巨款就打进了黄某的账户，等到

刘女士发现时，已经无法撤销转账了。情急之下，刘女士

就来到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

　　经核对，黄某确实在刘女士所在的企业工作过，“诈

骗案”真相大白。黄某在手机银行上将15万元钱款如数转

账退还至刘女士账户，他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和我握手告

别。我迅速拨通魏警官的电话，告诉他钱款已经退还。此

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

　　看着黄某如释重负地离开，我心里也涌上一点小小

的成就感：交警不仅会处理交通事故，还能防范诈骗为群

众办实事哩。

　　

　　（作者单位：江西省广昌县公安局）

□ 张红

　　

　　在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一辆辆标着“镜湖”字样

的警车现身街道，或巡逻、或驻点。挽救生命、帮助患

者、救助老人……这是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镜湖特

巡警大队。这支由132名年轻帅气的民警辅警组成的特

巡警大队，平均年龄28岁，其中60%是90后，最小的00后。

他们昼夜穿梭于大街小巷，及时为百姓排忧解难，被群

众誉为最温暖的“90后男团”。

暖！背着老人上了六楼

　　“奶奶不急啊，我们背您回家……”

　　一句承诺，两位00后民警背着老太送上6楼的家，

那身影、那汗珠、那神情让人心疼。

　　夏日的一天中午，00后民警张宇和孟阳在辖区杏

园小区执勤。

　　正午的阳光直晒大地，地面温度已超40℃。两人在

小区里徒步巡逻，随时准备处置警情。

　　“镜湖特巡警，杏园小区菜市场有人摔倒，请及时

救助！”对讲机里传来110指令。

　　“收到，立即去！”张宇回复后，和孟阳赶到了现场。

　　“民警真快啊，这就到了？”在一家摊位，摊主见到

两位年轻民警有点惊讶。

　　张宇和孟阳疾步上前，只见一位老人瘫坐地上。

　　“老人家能说话吗？哪里不舒服？需要去医院吗？”

张宇温和地问着。

　　“我没事，年纪大了，腿脚不好了。不去医院不去医

院……”老人连连摆手。

　　“好好好，咱不去医院，那我们送您回家吧。”张宇

担心老人情绪激动，温和地说道。

　　老人点点头，张宇和孟阳扶着老人慢慢走到她家

楼下。这是一栋旧居民楼，共有6层。

　　“奶奶您住几楼啊？”

　　“6楼呢。”

　　听到老人的回答，再看看行动不便又面露难色的

老人，张宇弯下腰：“来，我背您上楼。”

　　“哎哟，这怎么行啊？”老人体格有点胖，于心不忍。

　　“没事儿。”张宇说着，让孟阳将老人扶上自己的

背。就这样，一个背着，一个扶着，一步步上楼。

　　酷暑炎炎，楼道里闷热如蒸笼，两名民警头上的汗

珠直往下滴落，警服早被汗水湿透，黏在皮肤上，但他

们咬紧牙关，坚持将老人背回家中。

　　“谢谢你们，今天我遇到好人了！”老人哽咽地说道。

　　“没事的奶奶，您注意安全啊！”张宇和孟阳抹抹脸

上的汗水，在老人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告别……

险！跳湖救起落水老人

　　“小伙儿真棒！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看看老人家怎么样了……”

　　初秋的一天凌晨，湖水渐凉。当90后辅警韦宏盛从

湖水中救起一位老人、自己却呕吐不止时，他的举动感

动了群众。

　　“九莲塘公园北侧有人落水，请迅速出警！”那天凌

晨4时18分，韦宏盛驾驶警车和同事在路面巡逻，对讲

机里忽然传来110指令。

　　收到指令的韦宏盛一踩油门向九莲塘公园北侧驶

去，不到5分钟赶到现场。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湖边围着不少晨练的群

众。见到警车，有的迎了上来，有的焦急地指着湖面：

“人在那里！”

　　韦宏盛和同事带着救生背心三步两步冲到湖边，

顺着群众手指方向一看，顿时心头一紧——— 距离湖边

30余米的湖面上浮着一个人。

　　“我会游泳，我下水救人！”韦宏盛来不及脱下警

服，迅速穿上救生背心，“噗通”一声跳入水中。

　　凌晨的湖水冰凉刺骨，韦宏盛顾不得这些，很快游

到落水者身边。浮在水面的是一位老太，神志不清，一

动不动，稍有不慎可能将她翻身沉入水底。

　　韦宏盛在老太身边观察几秒，返身接住同事抛来

的救生圈，将救生圈轻轻套在老人颈部，左手拖着老人

手臂，右手向岸边游去。途中，老人忽然“扑腾”起来。韦

宏盛一连呛了几口水，他知道，如果放手，老人即有危

险。于是，他保持冷静，死死抓住老人奋力游到岸边。在

同事和群众帮助下，老人被营救上岸。

　　“让一让……”120急救车到达。韦宏盛虽然十分疲

惫，呕吐不止，但他顾不上休整，情况稍缓便坚持和同事

协助急救人员将落水的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急救。

　　目睹这一切的群众爆发出热烈掌声：“小伙儿真

棒！多亏他及时救人，不然落水的老人真就危险了。”

快！紧急营救晕厥孩子

　　“警官，救救我孩子！救救我孩子！”

　　“快，我们为你开道！”

　　深秋的一天中午，00后民警贾辰旺和95后辅警邢译

文、汪浩正在银湖路欧尚超市芜湖店附近执勤。忽然一

名年轻女子跑来哭着求助。

　　“怎么了？”贾辰旺问道。

　　“我……我，急死了，孩子晕厥了。”女子哭着，语无

伦次，手指着后方一辆私家车。

　　贾辰旺和辅警疾步上前，只见车内后座上一名男

孩昏迷不醒。此刻，正值下班高峰期，路面车水马龙，女

子由于紧张不敢自己驾车去医院。

　　“快，我们用警车给你开道！”贾辰旺迅速上了警

车，邢译文、汪浩跟着女子上了她的车，以防女子慌乱。

　　贾辰旺拉响警笛在前方开道，邢译文、汪浩一边安

慰女子“注意安全”，一边照顾着男孩。此时，孩子出现

抽搐、咬舌。

　　“来，你抱紧孩子，让他咬我的手指！”汪浩让邢译

文抱着孩子，自己把手指伸进孩子嘴里，忍着疼痛让孩

子咬住自己的手指。

　　“医生，快救孩子！”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原本

10多分钟的路程，仅用时5分钟

便到达医院。邢译文抱着孩子冲

向急诊室。女子心急如焚，无法向医

生说明孩子情况，贾辰旺向医生描述孩子状况。

　　“好了，孩子没事儿了。”半小时后，终于传来了好

消息。贾辰旺和邢译文、汪浩舒了一口气。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女子泪流满面地向3位

民警、辅警连声道谢。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漫画/高岳

儿时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