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最美”行为激发社会正能量

重庆：“诚信老爹”吴恒忠的故事

近日，一段“最美女大学生跪地施救八旬老人”的视频在朋友圈刷屏，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大二学生丁慧暑假回家时，在站台跪地救人错过乘车的感
人事迹传遍全国。

“最美女大学生”“最美女司机”“最美保安”……2018年，辽宁人的朋友圈频频被“最美”事迹刷屏，这些“最美”的人都来自平凡的工作岗位。 在危急时刻，
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他们选择停下脚步，用自己的爱心与责任铸成一道平凡之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火车即将启动
她毅然停下脚步

�7 月 19 日， 81 岁乘客崔
永龙在辽宁省锦州南站突发疾
病倒地不起。 听到车站急寻医
护人员的广播后， 正准备验票
上车的丁慧立即折返奔向老
人， 蹲在地上为老人进行心肺
复苏和人工呼吸。

在她的施救下，老人逐渐恢
复了心跳和呼吸。 而此时，丁慧
准备乘坐的列车已离站 30 分
钟。

事后，丁慧不仅婉拒了老人
家属的感谢金， 也婉拒了沈阳
一家公司为她颁发 1 万元正能
量奖金。“我是学护理的，遇到
这样的事情就应该去帮忙。 ”丁
慧说。

车流中
她留下“最美背影”

5月 17 日上午， 辽宁铁岭
一十字路口发生一起摩托车与
出租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骑摩
托车的男子当场倒地， 被摩托
压住无法起身。 路口监控显示，
就在摩托车倒地 12 秒后，在交
通岗等待左转的一台汽车上下
来一名白衣女子， 她飞快地跑
到摔倒男子身边， 将摩托车抬
起，并查看男子伤势，帮助伤者
拨打报警电话并联系家人，直
到警察和急救车赶来她才离
开。

救人的白衣女子叫朱旭，
她说：“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
忙， 看到他躺在地上不能坐视
不管。 ”

面对楼上坠落的老人
他们伸出双手被砸跪在地

4月 4日晚，沈阳某小区发
生惊险一幕， 一位老人爬出窗
户坐在 4 楼窗台上。 接到消息

后， 小区保安白立金和苏明强
迅速赶往出事地点， 并不断安
抚老人的情绪。“老大娘别害
怕，身体往后倾，我们这就上去
救你！ ”

谁知几分钟后神志不太清
醒的老人继续向前挪动，并从 4
楼坠落，生死一线的紧急关头，
两位保安本能地伸出双手，直
接被砸跪在地上， 但仍紧紧地
把老人抱在怀里……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救人。 ”苏明强说。

生死关头
61岁老人两次跳水救人

“救人啊！快来人救命啊！ ”
6月 3日，沈阳市丁香湖岸边传
来撕心裂肺的呼救声。 一名母
亲为了拉回落水的儿子也不幸
落入水中， 两人都在挣扎中慢
慢沉向水底……

61岁的王泽民和女儿骑车

途经此处， 听到呼救马上朝人
群跑去， 边跑边脱掉身上的衣
服。“人掉哪儿了？ ”王泽民一个
猛子扎进水中， 在水下摸索半
天， 找到了男孩， 把他拖到岸
边。

此时的王泽民已经气喘吁
吁， 但听说孩子的母亲也在水
中后， 他毫不犹豫再一次跳下
水，将孩子母亲也救上岸来。

寒夜里，她为醉倒街头的
人点亮温暖的灯光

1 月份， 沈阳最冷的冬日，
一段“零下 28℃，男子寒冬醉倒
街头，女司机开双闪灯保护”的
视频在网络上热传， 引来无数
网友转发点赞。

“下班途中看到他倒在路
边，我就打开双闪灯，提示后方
车辆注意避让。 看见他眉骨有
血，我马上报警，”刘女士说。 直
到警察到来， 并联系到男子的

家人， 刘女士一直守在男子身
边，夜风中，她冻得脸色青白，
浑身发抖， 成为沈阳最温暖的
一道风景。

“可千万别把我真实名字
报出来，许多人都会和我一样，
遇到了这件事都会伸手的。 ”刘
女士始终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
字。
…………
“有一朵花儿叫丁慧……

她用急救唤醒了人性的高贵
……”被丁慧的事迹感动，中国
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宋青松、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智强创作
歌曲《有一朵花儿叫丁慧》，由
演员金山演唱。“丁慧让我们
看到了什么才是美。 作为艺术
工作者，我们要努力发现美，传
播美， 让社会多一些丁慧这样
的美丽之花。 ” 宋青松对记者
说。

/新华社

记者眼前的吴恒忠，小个子，
精瘦，四条皱纹深嵌在额头上。

�这是一个能干的庄稼人，
一个人种了 72 亩地；这个很犟
的老头儿，硬是用 10 年做成了
一件谁都觉得做不成的事；他
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自己，更
是为他逝去的儿子。

“人就是讲个信字”———
为儿子做最后一件事

重庆市潼南区花岩镇坐落
在一块形如莲花的山岩上。 半
山腰的绿树丛中， 吴恒忠家的
二层小楼。 小楼建于 2002 年，
是村里最早盖起的楼房， 曾让
不少村民邻里羡慕。 那时，村里
人说，这家的两个男人都能干，
儿子吴君开车跑运输走南闯
北， 父亲吴恒忠地里的活路样
样拿手。 父子俩相信， 不出几

年， 买车建房借的几万块钱都
能还完。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
了一切。 房子盖好的第二年，儿
子出事了。 那天，在一个被撞烂
的摩托车旁边， 吴恒忠看见躺
在地上的儿子，任凭呼天喊地、
老泪纵横， 怎么也唤不回不满
30岁的儿子。

处理完后事， 吴恒忠想
到， 儿子生前借的钱还没有
还完。 村里的习俗，儿子借钱
不一定要打借条， 但必须有
家里长辈当见证人。 儿子借
的每一笔钱，吴恒忠都在场，
他对着账本算了一下， 欠了
19 万元。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吴恒
忠和老伴一年到头在地里辛
苦， 省吃俭用， 也存不下几个
钱。 那段时间，他每晚都坐在儿

子坟前，琢磨着怎么办。 借钱给
他的亲戚朋友也知道他家的情
况，没有一个人上门要债。“老
吴，欠账就算了，娃欠的和你没
关系。 ”“老吴，这时你就别逞能
了，你拿啥子还钱？ ”……大家
纷纷劝他。

但老吴决定， 必须要替死
去的儿子还钱。“我是当过兵的
人，过去当通信兵送信，要求我
12点钟把信送到， 我就绝不会
晚到 1分钟。 人就是讲个信字。
儿子和我一起借的钱， 他还不
了就我来还，要是不还完，对不
起儿子。 ”

“我的儿，你安心走吧，爸
一定都帮你还上。 ”当时年近
花甲的吴恒忠对儿子默许。 他
知道，这是他作为父亲，为儿
子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
件事。

“还一点就少一点”———
一个农民的极限付出

吴恒忠打定主意， 早一天
把钱还完， 早一天完成对儿子
的承诺，他就早一天心安。

盛夏时节， 太阳把土地烤
得龟裂。 吴恒忠出了院子顺着
坡向下走， 穿过一大片绿油油
的花生田，来到自家蔬菜园，绕
在架子上的四季豆可以收获
了，第二天要赶场，他摘了满满
一背篓豆子。 他一次背 100 斤
去卖，1元钱 1斤。

为了赚钱还债， 吴恒忠想
到的办法就是扩大生产多种
地。 他把每一分土地抠着用，房
前屋后见缝插针种满了果树和
蔬菜， 村里的撂荒地也种上了
庄稼。 这样还不够，他又开了一
大片荒山。 将原来的 5 亩承包
地增加到 72 亩，在大面积机械
化耕种难以实现的西南山区，
这几乎是一个农民的极限。

老伴患肺心病多年， 地里
活几乎全靠吴恒忠一个人。 他
早上天不亮就下地干活， 晚上
天黑打着手电筒接着干， 回到
家经常是又困又乏， 晚饭不吃
倒头就睡。 有一点收入他就去
还钱， 最少的一次还了 50 块
钱。 一年下来，吴恒忠还了 1万
多元。“还一点就少一点，总算
有个盼头。 ”吴恒忠说。

2013年冬天， 老吴还剩下
最后一笔 2000元的欠账。 他坐
车去四川泸州， 没有提前与对
方联系。 因为以前他还钱时提
前给债主打电话， 结果对方无
论如何也不要他的钱， 有的甚
至还躲着他。 为了让对方收下
钱，他只能“突然袭击”。 这一
次，钱收下了。

就这样，儿子留下的 19 万
元欠账，在 10 年后，终于由父
亲全部还完。 那一次，对方想留
他在泸州休息几天， 可他急着

赶回老家———他要告诉儿子，
父亲做到了。 ]

“我宁愿再苦 10 年”———
父爱之花芬芳人间

吴恒忠替儿还钱在当地传
为佳话。2013年，他被评为第四
届全国道德模范，被称为“诚信
老爹”。

镇上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
去北京领奖， 乡亲们在春节联
欢晚会上看到了他。

回到村里， 他换上干活的衣
服，挽起袖子扛着锄头，又下田去
忙活了。 72岁的他，还在种地。

“我是一个庄稼人，干活习
惯了，人老了睡眠也少，让我不
干活我还难受。 ”吴恒忠说。 为
了增加产量， 他把蔬菜大棚加
高了 2 米。 村民说这么改行不
通， 他的犟脾气就上来了：“万
一我就成功了呢？ ”

相关部门前来慰问， 他提
前把一楼屋内的墙重新粉刷了
一遍， 自己住的二楼为省钱没
有粉刷。 他向领导提了一个要
求，取消他建卡贫困户的资格，
“把扶贫资金给更需要的人，我
自己还能养活自己。 ”

他用政府给的奖金买了几
头小猪精心伺候，每天喂两次，
都是玉米、细糠和麦麸。“等到
腊月，我把养好的肥猪送人，送
给谁现在我不说， 到时候你们
就知道了，我不能放空炮。 ”吴
恒忠说。

他走到儿子的坟头前，左
侧一丛红色的美人蕉如火一般
艳丽， 右边一丛白色的栀子花
淡淡绽放。“这是我儿子最喜欢
的两种花，我专门给他种的，陪
着他。 ”吴恒忠说。

父亲告诉儿子， 自己有一
个新目标。“债还完了，我还要
把这个家带起来， 我还要帮助
更多人，我宁愿再苦十年。 ”吴
恒忠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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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恒忠在重庆市潼南区花岩镇龙怀村自家大棚里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