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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追求一件事，未尝
不是一种美。

老何头， 便是这样一个
人。

老何头大名叫何传芳，生
于 1934年。喜爱篮球这件事，
成了这位“80 后”追求一生而
且至今仍未停歇脚步的一件
大事。

篮球之于长春，是一个无
可取代的体育标签。 这座城市
的“血液”里，流淌着叫做“篮
球”的“红细胞”。 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吉林篮球开始陆续涌
现出一大批骁勇善战的名将，
王凤祥、姚德成、莫连贵、关德
友、王长友……在没有移动通
讯的年代里，这些响当当的名
字已然能够在国内篮球圈里
叫得响亮，声名远播。

何传芳作为一名普通的
球迷，从那时起，就成为了这
些骁将成长历程中的见证者。

长 春 市 体 育 馆 始 建 于
1956 年， 被长春人亲切地称
为“市体”。 作为目前 CBA 联
赛中最有年代感的比赛场地，
这里不仅有王凤祥、姚德成们
的故事，有孙军、王博们的故
事，更有着属于何传芳们的故
事。 在这块场地里，无数球迷
曾呐喊，曾振臂高呼，曾落泪，
曾感动……

86 岁高龄的何传芳，是来
市体看球的球迷中的“名人”。
说是名人， 其实也不十分准
确。 因为一提起“老何头”、“何
大爷”，体育局几任局长、工作
人员，市体的几任馆长，再到
体育馆的保安、清洁工，几乎
无人不知。 可若是真的问起关
于老何头的大名，又没有几个
人能说得清，“哎哟！ 这么多年
就知道老爷子姓何， 叫何什
么，还真不知道呢！ ”如此回
答，几乎是众口一致的。 这便
让老何头的“名人”身份又存
有那么点疑问了，毕竟连“人
名” 都没让大伙儿叫得出，咋
就成了名人呢？

殊不知，“老何头”、“何大
爷” 已经成了老爷子的标签。
何传芳虽然多次被大大小小
的媒体报道过，就连央视也关
注过他的故事，但“何传芳”的

大名依旧没有“老何头”和“何
大爷”叫得响亮。 大伙儿都知
道，何大爷喜爱篮球，每场必
到。 CBA联赛打了多少年，他
就坚持了多少年， 无论严寒，
无论风雪，更无论战绩。 这样
的铁杆，吉林省恐怕找不出第
二人。

何大爷的家距离市体仅
有约 1.3 公里的路程， 每逢比
赛日， 他都要走上两个来回
趟。 住的老房子没有电梯，每
趟回家，他都要爬上 6 楼。 哪
怕是中间要歇上几气儿，他也
甘愿。

CBA 多年的规矩， 比赛
日上午主客队各自例行一小
时的训练， 何大爷的第一趟，
就是上午去看训练的。

何大爷看训练， 总会带
上两样东西———联赛秩序册
和小本子。 秩序册是俱乐部
每年都会主动送给他的，老
爷子视若珍宝。 往往是，联赛
还没打完， 秩序册已经被何
大爷翻得比较旧了。 每日的
翻看， 他对秩序册里各支球
队的教练、领队、球员，甚至
工作人员都能如数家珍。 年
事已高， 从家到市体往返一
趟，他要走上一个多小时，只
为要签名。

秩序册上，何大爷会对照
着照片和名字寻找球员，让球
员签在自己的资料处。 他还会
顺便请教练和球员在他的小
本子上另外再签一份。

照理说，签过的人，来年
就不用再签了吧？ 何大爷偏
不！

客队球员每年来，他每年
都去找。 只要能签上，他就不
嫌多。 签完名之后，何大爷会
在小本子上标注好年月日。 于
是你会发现， 光是刘玉栋、王
治郅、 易建联这些球星的签
名，就攒了很多个。 有时拿出
来对比一番， 你会惊讶地发
现，有些球员的签名一年年地
悄然发生着变化，就像球技一
般，越来越“龙飞凤舞”，游刃
有余。 在年复一年不断地要签
名的过程中，何大爷见证了一
批又一批球员从初出茅庐的
青涩小伙，成长为各队的中流

砥柱， 再到职业生涯暮年，直
至退役。

从前，比赛日上午的训练
还没有对球迷和媒体封闭一
说， 只要球队不安排保密战
术，绝大多数时间里，球迷还
是可以坐在场边观看的。 那
时，何大爷就自告奋勇担当起
了工作人员，帮忙捡球、维持
球迷秩序、经管球员放在场边
座椅上的衣物和贵重物品。 只
要有他在，无论训练时有多少
看热闹的球迷，球员都放心把
手机、 钱包等物品放在场地
边，踏实去训练。 别看老爷子
岁数不小，眼神儿和敬业程度
可是一流。 在他“工作”的那些
年，绝对是令人称道的“零事
故”。

比赛日的第二趟往返，就
是晚上去现场看比赛。 一是看
球，二是补充一下白天没能来
得及要到的签名。 按照各队的
习惯， 赛前球员为了专注备
战，通常会拒绝签名合影。 何
大爷却往往总能成为特例，但
凡他伸手递上小本子，无需开
口，成功率高达八九成。

也就是在十几年前，年过
七旬的何大爷还可以健步如
飞呢！ 那时他在比赛现场自告
奋 勇 还 担 当 起 另 一 个 身
份———“擦地哥”。 遗憾的是，
十几年前大多数媒体还没有
这么娱乐化，极少有摄影记者
会把镜头瞄准何大爷。 老爷子
七十多岁飞奔在 CBA 赛场上
拿着拖把擦地的场面，恐怕很
难寻觅到影像资料了。

后来何大爷年纪越来越
大，擦地换成了一茬又一茬十
几岁的小男孩。 这其中就包括
2018-2019 赛季横空出世的
姜伟泽，彼时的小姜根本不敢
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站在
这块荣耀的赛场上，倾听四千
多名球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像姜伟泽这样的球员，何大爷
见证了一代又一代。 细致到出
生年月、籍贯，细致到经典场
次的关键一投，老爷子都能滔
滔不绝地讲上一段精彩往事。

何大爷不仅仅是见证，更
是时代的记录者，吉林东北虎
俱乐部新闻发言人王鹏直言：

“这老爷子就是吉林篮球的
‘活字典’！ ”这话并不为过，起
初，你或许以为何大爷仅仅是
喜爱收集签名，可当你走进他
那朴实又略显拥挤的小家，你
才恍然大悟，老爷子真的是用
生命在热爱篮球！

老何家，几乎就是一座小
型的“吉林篮球博物馆”。 何大
爷看球的历史，已经超过了长
春市体育馆的年龄。“从 1948
年辽宁省立二初中那时候，我
对篮球就喜爱，我一看，都拿
着球，一扔一投，有意思啊！ ”
何大爷那时恐怕也没想到，自
己会把这样的爱好，当成一生
的追求。

除了喜欢讲一些看球的
故事，何大爷也更乐于把自己

“博物馆” 里的宝贝拿出来与
人分享。 上世纪 70 年代吉林
省一些篮球比赛的名单、赛程
表， 从 CBA 元年至今的全部
秩序册， 吉林篮球 60 周年嘉
年华的纪念册……何大爷的
宝库里只有你想不到。 当然，
最令他自豪的还是他那满满 8
本已经从 A 到 H 编辑好了序
号的签名小本子， 翻看起来，
脸 上有 点小 骄 傲 的 神 情 ，

“4400 多名球员，我下了挺大
的功夫！ ”

只有爱到极致，才会如此
珍视！

何大爷作为市体里的“名
人”，多年来吸引了不少关注。
很多人谈起东北虎的“魔鬼主
场”时，都常常问一句：“那个
总来看球的老爷子，还来吗？ ”

“还来吗”，成了大伙儿最
为关心的一件事。 因为只要

“还来”，就是令人最欣慰的好
消息，就证明老爷子的身体还
硬朗着呢！

吉林队主帅王晗的一席
话， 是几代吉林篮球人的心
声：“老何在长春市体育馆是
一个老球迷了，看了几十年篮
球，每场比赛都会到现场为我
们加油助威，也见证了吉林篮
球的历史。 祝老何身体健康，
能继续为吉林篮球加油助
威。 ”球员更替了几代，“何大
爷”已然快变成“何爷爷”了，
可不知不觉间，老爷子已经成
了东北虎场边不可或缺的一
员，像家人一般。

“身体健康”，是每个球员
第一句都会脱口而出的祝福。

无论是教练、球员、记者，
还是老球迷，都希望何大爷还
能年复一年地来市体看球，听
他骄傲地把脖子上挂着的那
块玉牌向众人展示， 讲述着

“这是 1995-2005，十年 CBA
评选的全国十佳球迷给我的
奖励”。那块玉牌，是用中国篮
球至尊鼎的余料制作的一批
中的一枚。 在何大爷的心里，
戴上它，仿佛就有了与中国篮
球感受同样的心跳的成就感。

“虽然 80 多岁高龄，我还
仍然坚持场场到场，就是鹅毛
大雪我也要到现场去。 看一辈
子篮球，我不能中断，我要坚
持到最后，坚持到底，就是胜
利。 ”

有一份对篮球的至诚至
爱，叫做“何传芳”！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摄

他是看球史超过长春市体育馆年龄的吉林篮球“活字典”

“80 后”老何，吉林球迷第一人 一台 10.35 米长、2.5 米宽
的公交车硬是开进了急救通道
……近日， 在长春市文化广场
附近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急救
通道罕见地出现了这一幕，昨
日， 本报记者就此事进行了详
细的了解， 当时这辆公交车内
有一位突发疾病的乘客， 征得
车厢内乘客同意， 经请示上级
领导，南通公司 13路车队驾驶
员陆永新凭借高超的驾驶技
术， 果断将乘客就近送到这家
医院。

“当时也顾不上了，后来知
道自己闯了一个红灯……”
2019 年 12 月 27 日早 8 点 40
份，凌冽的寒风中，陆永新驾驶
着车牌号为吉 A00680D 的 13
路公交车像往常一样迎来送往
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乘客。 行至
延安大街， 陆永新按着标准的
行车规范进站、出站，车厢内的
一阵慌乱让她透过后视镜察觉
到好像有乘客突发急症， 职业
的本能让陆永新立刻把车安全
停靠路边，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然后迅速走到这位乘客身旁。
经简单查看， 该名乘客尚有意
识，但不能说话和自行移动，陆
永新当即按着平时车队经常培
训的车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熟练地开始采取了相关措施，
这时已有乘客拨打了 120 急
救电话。通过语音快播，车内的
情况很快汇报给了 13 路队长
孟庆本、营运队长徐俊峰，当大
家得知 120急救车在这样的交
通早高峰时段需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到达。时间就是生命，救人
要紧！遵照孟队长指示，陆永新
征得车内广大乘客同意， 重新
调整方向。“当时我的心都快跳
到嗓子眼儿了，着急啊，车内一
条命啊， 这样可以比坐等急救
车更快！ ”救人要紧，一分钟都
耽误不得，陆永新放下电话，将
车火速开往吉大一院， 此时路
面通行条件并不好，车多、路面
有冰层，作为一名女驾驶员，她
克服了重重困难， 为了争取救
人的时间在延安大街与新民大
街交会处，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闯了一个红灯， 来到吉林大
学第一医院，患者多、私家车也
多， 平时一辆轿车进出这家医
院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可
今天， 陆永新为了替患病的乘
客争取抢救时间，牙关一咬，硬
生生地将这台 10.35 米长、2.5
米宽的公交车开进了急救通
道。 抢救室内，患者获救了，陆
永新终于长长出了口气， 擦了
一下额头的汗水， 感谢热心乘
客对她工作的配合， 载着所有
的乘客再次踏上了客运服务的
征程。

“最近长春气温骤降，已经
出现了多起在公交车上， 或在
公交车站点附近有人突发疾病
呼叫 120的病例。 ” 针对长春
市近期公交车内出现多起乘客
突发疾病情形， 长春急救中心
指挥调度闫丽影科长特别强
调，雪天、路滑，室外寒冷的时
候， 有如上三种慢性病的患者
尽量不要出门， 外出就一定需
要有人陪同， 随身带好应急必
备药品和联系卡， 一旦出现意
外，在呼叫 120的同时，要帮助
病人保持呼吸道通畅， 切不可
慌张。

/记者 王海涛 报道

一乘客车内晕倒
公交开进医院绿色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