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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说出我的故事

独子溺亡后她坚持义务巡河，不让更多母亲饱尝丧子之痛

为为让让孩孩子子上上岸岸，，她她曾曾下下跪跪相相劝劝

儿子溺亡后

她买婴儿车作慰藉

在济南市北园大街梁府庄，
齐川的家不足40平米，屋内最显
眼的物件是一张双人床，床边放
着一辆蓝色的婴儿车。

“这是我儿子走了之后买的，
放在这儿，就好像儿子还在我身
边一样。”提起儿子，齐川双眼涨
红，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

因为离异后再婚，齐川跟儿子
的关系非常亲密。为了辅导儿子学
习，学校发的每一本书、每一套练
习题册，她都重新买一份，自己先
弄明白了再去教儿子。如今，这些
书还整齐地码放在床的对面，可儿
子却再也不能喊她一声妈了。

事情发生在去年的6月14日。
那是儿子中考的最后一天，考完
最后一门后，他和同学三人相约

到玉符河游泳，结果跌入深坑，再
也没有醒过来。

为了更多母亲

她决定义务巡河

“现在每次听到溺水的事儿，
我就想起我儿子，就一阵撕心裂
肺。”齐川说，作为一名母亲，她不
愿看到更多的母亲去品尝这种苦
楚。

齐川当义务巡河工的想法并
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同，但她觉得必
须得做点什么，“我相信我这么做
是正确的，我儿子也会支持我。”

最初，齐川到儿子出事的玉
符河去巡河。后来，到玉符河戏水
的人渐少，她又转战黄河。

“凡是我巡河去过的地方，不
敢说百分之百，至少是百分之九十
九的人都会被我劝上岸。绝对不会
发生我上午去过之后，下午又发生

溺水事故的情况。”齐川说。

每次巡河

都带上儿子的遗像

为了这份自豪的“成绩”，齐
川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巡河时什么人都遇到过，
100个人中顶多有1个是好劝的，
很多人根本不听你的。”每次巡
河，她都戴上绶带，拿着扩音喇
叭，还带上儿子的遗像和有关儿
子事故的报纸。

为了劝人远离危险水域，齐
川准备了四套方案。她先是在岸
上喊话，提醒下水的人上岸。喊话
不奏效，她就走下河堤，敲着不锈
钢碗，跟水中的人讲黄河的凶险。

“如果再不行，我就进行第三步、
第四步，跟他们说我儿子的事故，
再不信就告诉他们，出事的就是
我儿子。”

从去年7月初开始巡河，齐川
坚持了近3个月，直到入秋后下河
嬉戏的游人渐少。之后，虽然不去
黄河了，但她还是坚持每天到附
近的护城河逛逛。

有人嫌她多事

骂她神经病

“每一次劝走一个人，就感觉
是做了一件好事，避免了一个可
能的悲剧，挺欣慰。”齐川说。

但巡河的过程中，更多的不是
欣慰而是心酸。很多时候，即便她
说尽了话，展示了儿子的遗像，可
对方还是不理解，嫌她多管闲事。

“还有人说我有病，说如果我
儿子真淹死了，我还在这里做这
些就是神经病。”齐川说，最难劝
的就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

有一次，齐川在黄河边看到
一个小伙子戏水，她百般劝说，拿
出了儿子的遗像，质问他“如果你
妈妈在这儿给你跪下，你上不上
岸”？可对方还是不愿上岸，她便
真的给他跪下了。

这半年，齐川潜心创作歌曲，
并打算参加选秀比赛。她希望通
过比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为预
防溺亡事故做更多的事。

齐川说，这个夏天，她打算把
义务巡河的事儿坚持下去。

齐河两少年黄河溺
水失踪的消息传到济南，
触动了市民齐川（采访对
象笔名）的心。她有一个
近乎于强迫症的习惯：每
次到河边看到有人戏水，
总要上前劝几句。

一年前，自从15岁
的独子意外溺亡后，她
就收起悲痛作了一个决
定——— 到容易发生溺水
事故的河边义务巡河。

说出您的历险故事
在不知凶险的游人面前，简

单的警示牌被视而不见，陌生人
的善意提醒也显得事不关己。

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者
现身说法，用您的故事，警醒
到危险水域游玩的人们，避免
更多的悲剧发生。

如果您有与齐川相似的
经历，有亲友遭遇过溺水的不
幸，愿意讲出您的故事，让更

多的父母不再遭遇同样的悲
伤；如果您曾经在溺水事故中
死里逃生，对危险水域的认知
有痛彻的领悟，请把您的历险
经历告诉我们。

您可以拨打96706提供线
索 ，也 可 以 撰 稿 并 发 送 至
where.zxy@163 .com。来电、来稿
请注明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陈朋)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李倩

▲7日，齐川在家翻看
有关溺水事故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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