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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孙学涛 文/图

“俺有个邻居，老两口儿都 60 多岁
了，照顾高位截瘫的儿子很多年。在他
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父母的不易，也看到
了父母对孩子的舐犊之情。”6 月 16 日，
市民张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讲述了
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当日上午，在张先
生的带领下，记者赶到市人民医院，采访
了张先生说的这一家人。

刚过而立之年，
因车祸高位截瘫

“这一块好很多了！”6 月 16 日 10 时
30 分许，在市人民医院住院部烧伤科的
一间病房里，市人民医院伤口创面治疗
中心主任陈红伟掀开病人高永涛盖在臀
部的毛巾，看了看手术治疗后的部位，对
高永涛的父母高海发和屈雪说，“我们共
同努力吧！”

看着病床上的儿子，老两口儿一个
人给儿子扇蒲扇，另一个人给儿子捏背
和腿。他们俩还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生于 1980 年的高永涛原是建安区
陈曹乡伍连村人。25 岁时，他和魏都区
丁庄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姑娘结婚，随后
把户籍迁到了这里。

“后来，我得了一个孙子。他们俩在
外打工，日子过得挺好的。”高海发回忆，
2011 年 11 月，一场交通事故改变了他们
的生活。远在江苏开货车的高永涛出了
车祸，“脖子以下没知觉了”。

高海发说，在江苏治疗时，货车老板
尽了全力，掏了 40 多万元。“咱看人家确
实没钱给治了，就把儿子接回来了。”

高永涛高位截瘫，不能挣钱不说，还
需要人 24 小时照顾。高海发老两口儿
给儿子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家里只
剩 1 亩多地，流转出去，一年仅有 600 元
的收入。

“钱都给孩子看病了，叫谁也看不到
希望呀！”高海发说，“2013 年，永涛和他
媳妇离了婚，小孙子跟了他妈妈。俺都
理解。”

吃上低保、住上廉租房，
街坊邻居都在尽力帮忙

起初，老两口儿带着高永涛在市区
租房住。2015 年，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
办了低保，他们住进了市区瑞贝卡·新天
下小区的廉租房。

“30 多平方米，租金很低。”高海发
说，给高永涛看病，仍需要花很多钱。为
了 省 钱 ，他 们 买 了 鸡 蛋 、肉 ，只 让 儿 子
吃。一年到头，老两口儿从不吃鸡蛋和
肉。

但是，即使每隔两个小时翻一次身，
高永涛还是得了糖尿病等长期卧床者常
患的疾病。“每隔 5 天要打一次胰岛素，
再加上吃药，低保的钱远远不够。”高海
发说，为了补贴家用，他和妻子一有时间
就去捡纸箱、矿泉水瓶。

“小区的保安、邻居、年轻孩儿，对我
们都可好！”屈雪说，保安、邻居捡到纸
箱、矿泉水瓶，都给他们留着。该小区的
年轻孩儿，在业主群里呼吁，谁家有废
品给他们留着，让他们上门去取。

给本报拨打电话的张先生的母亲，
隔三岔五便到高海发家里，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活儿。

高永涛还有一个妹妹。这些年，为
了给哥哥治病，她和丈夫一直在外地打
工，手头宽裕了，就给父母塞钱。“闺女的
丈夫、公公、婆婆，都可好！”屈雪说，“这
些年，闺女也受了不少罪。”

孩子康复的道路仍很漫长，
老两口儿感恩大家的帮助

“病人长期卧床，患有压疮，合并感
染。”陈红伟指着高永涛臀部接受手术的

部位说，针对这一块严重的压疮，他们主
要进行了抗感染治疗，并通过手术使病
人的状况有所好转。但这种病主要是感
染造成的，还没有痊愈。

“医院邀请郑大一附院的教授对其
进行了手术，并减免了他们的医疗费。”
陈红伟说，在他的担保下，医院允许他们
欠费 3 万多元。高永涛接下来的治疗费
用，估计需要 5万元至 10万元。

“真的感谢市人民医院领导和医生
的帮助，也感谢街坊邻居的帮助。”屈雪
说，没有大家的帮助，他们坚持不到现
在。

现在，高永涛仍需要每两个小时翻
一次身，吃饭需要勺子喂，喝水依靠吸管
吸食。已经 64 岁的屈雪腿部患有血栓，

65 岁的高海发患有冠心病和糖尿病，现
在均需要吃药治疗。

为了捡更多的纸箱、矿泉水瓶，屈
雪往往沿着该小区附近的街道捡到深
夜。

有一次，深更半夜，她从外面拾破烂
儿回来，恰好高永涛清醒。高永涛对她
说：“我好了，一定好好孝顺你和俺爹。”

可他们知道，孩子康复的道路，漫长
得让人看不到尽头。

“孩子一天也离不开我们，我们不可
能放弃孩子。当爹妈的，啥时候不都是
为了孩子好呀！”屈雪看着处于昏迷状态
的高永涛说，“我们在一天，俺孩儿就会
在一天。”

儿子因车祸高位截瘫，父母九年如一日照顾诠释舐犊之情

“我们在一天，俺孩儿就会在一天”
一家人已吃上低保、住上廉租房，小区保安、街坊邻居都在尽力帮助他们家

本报讯（记者 陈晨 通讯员 吴晓
鸽）一 般 来 说 ，随 身 携 带 的 东 西 丢
了 ，失 主 比“ 拾 主 ”急 ，会 想 方 设 法 寻
找失物。近日，我市却发生了一件恰
恰相反的事情：一位乘坐公交车遗失
背包的市民并没有急于寻找失物，捡
到 背 包 的 好 心 公 交 车 长 却 想 方 设 法
归还。最终，这位好心的公交车长经
过努力，将失物完璧归赵。失主专程
送来锦旗，感谢公交车长的热心。

事情要从 6 月 6 日说起。当日 16
时许，市民杨先生在许昌东站乘坐由
车长马培良驾驶的 29 路公交车，然后
在滨河路尚集街口下了车，回到家后
发 现 随 身 携 带 的 背 包 可 能 落 在 公 交
车上了。因为端午假期即将到来，杨
先生觉得背包里只有学生证、驾驶证
等 物 品 ，也 不 急 着 使 用 ，就 想 过 完 端
午 假 期 再 到 公 交 车 站 寻 找 。 端 午 假
期 后 ，杨 先 生 因 忙 其 他 事 情 ，就 把 寻
找背包的事情抛到了脑后。

虽 然 失 主 杨 先 生 没 把 丢 失 的 背
包放在心上，但是在当日捡到杨先生
背 包 的 热 心 公 交 车 长 马 培 良 一 直 在

寻 找 失 主 。 原 来 ，当 日 ，马 培 良 驾 驶
29 路 公 交 车 行 驶 到 终 点 站 河 南 农 大
许 昌 校 区 站 ，在 对 车 厢 进 行 打 扫 时 ，
发现后排座位上有一个背包。于是，
马培良就把背包拿到驾驶座旁放好，
并“ 第 一 时 间 ”在 微 信 工 作 群 里 发 出
失物招领信息，发动大家一起寻找失
主。看到一直没有人回应，马培良驾
驶公交车来到许昌东站公交调度室，
按 规 定 把 背 包 交 给 工 作 人 员 并 进 行
登记。工作人员检查发现，背包里有
学 生 证 、驾 驶 证 等 物 品 ，以 及 少 量 现
金。

因为没有失主认领，背包就被放
在 了 许 昌 东 站 公 交 调 度 室 内 。 好 几
天之后，马培良发现背包依旧没人认
领。

又过了几天，马培良与 29 路线路
长 韩 燕 宾 聊 起 此 事 。 韩 燕 宾 提 醒 马
培 良 ：“ 物 品 中 有 没 有 失 主 信 息 ？”马
培良急忙说：“有一个学生证，还有一
个驾驶证。”“那我们可以根据驾驶证
上的户籍信息找失主啊!”韩燕宾说。

两人再次查看背包里的驾驶证，

发 现 失 主 是 建 安 区 居 民 ，姓 杨 。 于
是 ，韩 燕 宾 和 马 培 良 便 托 关 系 ，几 经
周 折 联 系 上 杨 先 生 家 所 在 社 区 的 负
责 人 。 该 负 责 人 被 两 名“ 公 交 人 ”的
热 心 精 神 感 动 ，立 即 联 系 失 主 杨 先
生。

6 月 11 日 下 午 ，当 接 到 家 人 打 来
的电话说背包已经找到时，杨先生惊
讶 得 半 天 说 不 出 话 来 。 他 说 ：“ 我 自
己都差点儿把丢包的事情给忘了，竟
然被好心人亲自送上门，真是太不可
思 议 了 。”随 后 ，当 了 解 了 许 昌“ 公 交
人 ”寻 找 其 的 经 过 后 ，杨 先 生 感 叹 地
说：“许昌‘公交人’真是太热心、太负
责 了 。 他 们 这 种 高 尚 的 品 质 让 人 敬
佩，为他们点赞！”

6 月 15 日 ，从 外 地 赶 回 家 的 杨 先
生专程来到市公交公司，将一面写有

“品德高尚，拾金不昧”几个大字的锦
旗送到韩燕宾和马培良手中，以此表
达 自 己 的 谢 意 。 杨 先 生 说 ：“ 虽 然 背
包里的东西不值钱，但韩燕宾和马培
良 的 高 尚 品 德 有 必 要 让 我 当 面 表 示
感谢。”

本报讯（记者 黄舒平）6 月 13
日，家住许继大道宏伟西雅图小区的
邹 先 生 拨 打 晨 报 热 线 电 话 2770000
说，他想借晨报向帮助他找到小孩儿
的热心人表示感谢。

6月 12日夜里，邹先生 4岁多的孩
子独自下楼玩耍。邹先生和妻子发现
孩子不见之后，连忙下楼寻找。

在该小区东门口，邹先生看到正
在值班的保安黄廷富和刘明安，急切
地询问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没有。黄
廷富一边安慰邹先生，一边拿出对讲
机向在各个门口值班的保安询问。听
到有人在寻找小孩儿，正在院内巡逻
的司自军说，小孩儿就在他身边。

原来，司自军在院内巡逻时，看
到一个小孩儿边走边哭。他连忙把
小 孩 儿 带 到 值 班 室 ，一 边 安 抚 小 孩
儿，一边询问小孩儿家长的姓名。可
是，小孩儿只有 4 岁多，说不清楚自己
家住几号楼。小孩儿虽然知道家长
姓名，但是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经
下班，他无法查找小孩儿家长的电话
号码。司自军正在监控室查看监控、
四处打听谁家小孩儿走失时，听到黄
廷富在对讲机里找孩子。

邹先生看到自己孩子的时候，激
动得连声向几位保安表示感谢。

高海发（右）和屈雪在给高永涛按摩。

乘客遗失背包却不急于寻找
好心车长想方设法归还

孩子走丢
热心保安帮找回

许昌“公交人”的热心、负责让人敬佩，为他们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