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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车祸受伤后被送进医院，三次感谢“好心人”都不接受

“好心人”原来就是肇事者
本报记者 潘跃全 本报通讯员 尉蕊

3 月初，城区许女士下班回家路上遭遇车祸
被撞晕后，一名“好心人”把她送到医院，许
女士全家非常感谢这位“好心人”，他却不接
受感谢。由于当时肇事者逃逸，交警部门成立
专案组追查肇事者，最终查明，肇事逃逸者竟
是把许女士送到医院的“好心人”，当时的善
举只是他躲避责任的障眼法。

许女士在光岳楼附近
一家超市上班，3 月 9 日
晚，她下班沿着古楼东大
街往米市街的家里走。突
然，许女士觉得有东西从
后面猛地撞了她一下，就
晕了。许女士醒来时，发现

自己躺在医院床上。
在许女士米市街的家

里，坐立不安的丈夫贠先
生的手机突然响了，东昌府
区医院的医务人员在电话
里说他妻子出事了，此前，
他已让大女儿去找妻子。贠

先生来到医院，发现妻子像
植物人一样，不会说话。

医院初诊结果为“颅
骨骨折，矢状缝分离骨
折”。医务人员告诉许女士
的丈夫贠先生说，9 点 10
分左右，一名好心男士打

120 电话，在事故现场，该
男士称自己路过时看到许
女士倒在地上就报了警。
贠先生把该男士电话记在
手机上，因为不知道他的
姓名，在手机联系人上输
入了“好心人”这个称呼。

扎回家路上遭车祸 “好心人”送她到医院

3 月 10 日下午 4 点左
右，贠先生给“好心人”打电
话表示感激，并希望能请他
吃饭。谈起当时情况，“好心
人”说，他和朋友吃晚饭，回
家时发现了许女士，“打
120 后，和医务人员一起把
她送到医院，留下了我的手

机号。”贠先生说，“太感谢
了！晚上能请你吃饭吗？”，
“好心人”说，“不要客气，这
是我应该做的。”

3 月 15 日，贠先生又
给“好心人”打电话，给他送
点奶品作为感谢。贠先生问
起身份和地址，“好心人”说

自己在东昌府区政府工作，
但没有透露姓名。

3 月 24 日下午，贠先
生来到东昌府区政府附近，
给“好心人”打电话说想见
面吃个饭。“好心人”终于露
面了，他对贠先生说，晚上
还要接孩子就要走，但说了

句：“我媳妇吓得一晚上没
睡着觉，就怕我做好事被赖
着了。”

其实，贠生也怀疑过
“好心人”可能就是肇事司
机，但一有这个想法，贠先
生就责备自己“不要恩将仇
报”。

扎三次感谢 “好心人”均婉言拒绝

3 月 10 日上午，聊城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区交
通事故处理中队事故科接
到报警，成专案组侦破。
但事后报案，事故科专案
组在现场没发现有价值物
证，案件进展困难重重。
办案民警通过电话向“好
心人”了解情况，他积极
配合。

4 月 1 日，交通事故
信息员提供线索，“好心

人”有重大肇事嫌疑。专
案组立即通过技术手段调
取了“好心人”的信息，并
通过外围调查确认肇事者
就是救人的“好心人”。在
专案组调查的外围证据面
前，王某某终于承认了交
通肇事逃逸的事实。

据王某某交代情况，
事发当晚，王某某赴宴酒
后骑电动车回家，因事发
路段无路灯，发现受害人

时刹不住车，把受害人撞
倒。

王某某和医务人员把
受害人送医院后，见受害
人昏迷，想到事故发生时
路上行人很少，抱着侥幸
心理，装成做好事的样
子，骗取了贠先生的信
任。

聊城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市区交通事故处理中队
事故科民警说，除对王某

某交通违法处罚外，他还
要对许女士民事赔偿。 4
月 19 日，王某某说，赔
偿的事还没有结束。记者
问起假装好心人时的想
法，王某某回答，他正在
外地，不方便多说。贠先
生说，目前治疗已经花费
近 2 万元，后续治疗还要
花钱，但王某某只给了 1
万元，说剩余的钱出院后
再给。

扎“好心人”竟真是肇事逃逸者

熟睡的许女士已经知道，救她的“好心人”，其实是撞她后
逃逸的人。 本报记者 潘跃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