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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沧州电（记者代晴）5月2日上午，一名中年男

性游客在保定易县狼牙山景区突然发病倒地，沧州军人

张晓东第一个冲上前施救。本报报道发出后，被救病人

家属石女士联系记者，希望能亲自对张晓东说一声“谢

谢”。

5月7日晚，家住保定市顺平县的石女士给记者打

来电话，表示她就是报道中被救病人的妻子。一回想起

当天的情况，石女士忍不住哽咽起来。她说，2日当天

她和爱人以及几位亲戚一起去狼牙山玩，爱人和亲属中

几位年轻人先后进了景区，她和大姑姐在景区外面等

候。随后，几位年轻人说和她爱人走散了，她多次拨打

爱人的手机都无人接听。直到爱人被送到了医院，医生

接听了电话，他们才知道人出事了。

遗憾的是，虽然经过抢救，爱人还是因突发心脏病

不幸离世。“他平时身体很好，从来没吃过药，事情发生

的太突然了。”石女士难过地说，爱人今年才42岁，他的

离去让全家人都悲伤不已。

“事后，我们听说爱人发病的时候，有许多好心人热

心相救，但因为联系不上，没办法向他们说声谢谢。”石

女士说，当她看到燕赵都市报的报道后，便立刻与记者

取得联系，希望能得到好心人张晓东的联系方式，表达

全家人的感激之情。

随后，石女士的大哥给张晓东打去了电话，代表全

家向他表示感谢，并计划这几天去部队探望他。石女士

还告诉记者，好心人张晓东听说家里还有孩子在上学，

立刻微信转账2000元，被他们婉拒了。“帮忙救人我们

已经感激不尽了，可不能再要人家的钱。”

石女士说，虽然爱人不在了，但她真心想向当天所

有伸出援手的好心人说声谢谢，是大家让爱人在临走的

时候得到了人世间满满的关爱。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周如凤 记

者代晴）“当看到捡拾手机一直等候在

那里的是一位94岁高龄的老人时，我

被震撼了。天刮着那么大的风，为了

尽快找到失主，老人腿脚不便还坐着

轮椅车走了很远去求助别人……”5月

7日上午，黄骅市民张女士说起公公手

机失而复得的事，既赞叹又感慨，“老

人真好，我被感动得眼泪直打转。”

原来，5日9时多，张女士的公公

孙连升骑自行车去商场买东西，手机

就放在衣服口袋里。买好东西准备

付钱时，孙连升却发现手机不见了，

在周围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他赶紧

向身边的售货员借来手机给家里的

老伴打电话，说自己的手机丢了，让

老伴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看能不能

找到。他的老伴又打电话告诉了儿

子和儿媳张女士，让他们也想办法找

手机。

之后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孙连

升的老伴、儿子和儿媳张女士接连不

断地打电话，但手机一直没人接。孙

连升沿路返回寻找，仍不见手机的踪

影。就在一家人准备放弃时，孙连升

的儿子接到一个陌生手机号打来的

电话，对方说是世通通讯的工作人

员，询问刚才是不是给一部手机打电

话了。孙连升的儿子说明了父亲丢失

手机并在打电话寻找的情况。世通通

讯的工作人员说：“有人捡到手机了，

在我们这里等着呢，赶快来取吧！”

孙连升的儿子没有时间，让妻子

张女士去取。张女士来到店里说明

了自己的来意。这时她才发现，眼前

有一位手拄拐杖年纪很大的老人。

工作人员说，老人已经94岁高龄了，

捡到手机后不会接听，便把手机送到

这里，希望能帮忙找失主，并一直在

这里等候。

张女士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连

声向老人道谢，又从口袋里掏出 200

元钱塞给老人，“大伯，太感谢您了，

这钱您一定要收下！”老人连连摆手

说：“不用，不用！”说着，又哆哆嗦嗦

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打开让张

女士看，里面有五六张百元钞票。老

人年纪大了，说话很吃力，他是想表

达自己有钱，让张女士把钱收起来。

张女士更加感动，要给老人去买

水果，可老人说什么也不要。张女士

问老人的姓名，可老人就是不肯留

名。张女士紧紧握着老人的手，在一

声声感谢中把老人扶上了轮椅车。

看着老人远去的身影，张女士用手机

拍下了老人的背影照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捡手机的

老人叫徐明，在养老院生活。那天老

人出门，在黄骅市人民医院东路口捡

到了那部手机。由于老人平时不用

手机，不知怎么接听电话，便坐着轮

椅车走了很远来到世通通讯，就是想

让这里懂手机的工作人员帮忙找失

主，并一直等到把手机交给失主才放

心离开。

“那天风很大，天也很凉，老人那

么大年纪了，说话和走路都不方便。

捡到手机后，为了尽快找到失主，老

人还跑了那么远的路求助，一直等到

我来才离开。手机不值多少钱，但我

真被老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向老人

家致敬！”张女士激动地说。

魏铜群出生不到半年，父母离异，多病

的妈妈带着他回到了邢台市开发区留村镇

善南村的姥姥家。小儿麻痹后遗症、胃病、

阑尾炎、车祸……多灾多难的妈妈卧床不

起，年迈的姥姥、姥爷除了照顾妈妈还要照

顾年幼的小铜群，一天下来腰酸腿胀。

父母不时捶打着腰背，魏朋书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她心疼姐姐、心疼父母、更心疼

小外甥的不幸遭遇。她的女儿比铜群小10

个月，换季的衣服鞋子她一做就是两套，吃

的穿的，只要女儿有也少不了铜群一份。

2003年，姥姥、姥爷都已经70多岁，再

也没有能力照顾小铜群了。10岁的孩子茫

然不知所措。小姨看着她鼻子一酸，她拉着

小铜群的手说：“走，跟小姨回家去！”

其实收养铜群的事，早就在她的心里盘

算过。但养个男孩子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农

村家庭来说负担挺大。魏朋书就怕老公不

同意，她陷入了纠结中。令她惊喜的是，和

老公郑振义商量把铜群领回来时，他一口就

答应了。对老公，她发自内心的感激。

魏朋书怕小铜群有寄人篱下的失落感，

她叮嘱女儿：“以后这里就是你哥哥的家，你

永远不许说赶哥哥走的话！”

跟着小姨回家去

魏铜群结婚时魏铜群结婚时，，小姨家照的全家福小姨家照的全家福

老人离开时的老人离开时的““最美最美””背影背影

好小姨养育外甥16年当魏铜群刚一岁多点儿的儿子甜甜地

喊出一声“奶奶”的时候，46 岁的魏朋书一

瞬间眼眶湿了。16 年了，外甥魏铜群从懵

懂儿童到为人父，这其中她费了多少心血、

吃了多少苦，个中滋味只有她这个不是妈妈

胜似妈妈的小姨心里最清楚。

自外甥开始打工的第一笔工资交到魏

朋书手里时，她就暗地里给他记上了账。“孩

子将来要成家立业，这笔钱我不能动。”小账

本上的工资一笔一笔地叠加、丰盈。铜群的

日常开销依然是魏朋书负担，他并不知道小

姨给他攒着钱。

2014 年，21 岁的魏铜群提出想买辆车

的时候，魏朋书用他挣的钱给他交了首付

款。

铜群打工时认识了一个姑娘，俩人心心

相印，对方父母一开始对铜群的身世有些迟

疑。魏朋书就和老公带着大包小包的礼品

亲自上门沟通。最终定下了婚事。魏朋书

把自家崭新的楼房二层装修得喜气洋洋给

铜群当婚房。

铜群知道自己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小姨

小姨夫照顾自己这么多年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能把钱都花在自己

身上啊！但自己这些年挣的钱全部花光也

不够办这场婚礼。

正在发愁的时候，小姨对他说：“傻孩

子，需要花多少钱我拿！”

魏铜群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婚后，小

姨拿着那个小账本对铜群说：“铜群，这个账

本记着你的所有工资，你看看吧。”魏铜群感

激地说：“小姨，我不看，我知道这些钱根本

不够我的花销。”她说：“我记得这是一本良

心账，为的是让你知道小姨不图回报，而是

为了能看到你今天的幸福。”

有孩子后，魏铜群没有按照传统让孩子

喊魏朋书姥姨，他让儿子喊小姨“奶奶”。这

一声奶奶是给魏朋书16年的付出最好的回

报。

记着一本良心账

妈妈改嫁后，把魏铜群的户口迁走了，

但是他却说什么也不肯跟着妈妈走。为此，妈

妈还生起了小姨的气。魏朋书心里很委屈，她自

己有一儿一女，抚养铜群纯粹是为了照顾这

个孩子啊！现在二姐却埋怨她抢孩子……

由于身体的原因，二姐又离异了。二姐

再嫁时把自己的户口迁走了，铜群的户口留

在了前继父家。魏朋书一趟一趟地往那里

跑，硬是把铜群的户口迁了出来。但是,铜

群的户口落在哪儿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魏朋书养育外甥没问题，但是她不符合

收养铜群的条件。她和铜群商量，把户口落

在他的亲生父亲家里，以后孩子愿意跟小姨

还是跟着爸爸生活，看孩子意愿。已经长大

的铜群虽然对落户到爸爸那里不情愿，但还

是拿着手续去找爸爸协商了。

第二天，铜群回来了，他说：“那边说户

口迁回来可以，但一要改回爸爸的姓，二要

立字据给爸爸养老。”他哭着问：“我到底是

谁，我叫啥，我是哪里人啊？”魏朋书心疼得

直掉眼泪，反倒心里踏实了。她跑有关部门

说明情况，把铜群的户口落在了自己家“其

他亲属”那一栏。铜群感慨地说：“我终于有

个安稳的家了！”

要迁户口小姨一夜没睡

本报驻邢台记者 张会武
通讯员 翟立华 文/图

捡到手机求人找失主

黄骅94岁老人的 背影
《游客狼牙山上发病倒地 军人忙施救》后续

病人家属致电张晓东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