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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半数数好好心心人人已已找找到到
他他们们期期待待善善心心传传递递

伤者女儿感谢

“最美人墙”

在全城寻找最美人墙的
同时，躺在病床上的伤者同
样牵动着市民的心。

3 0日下午，记者在省立
医院东院了解到，伤者王泉

（化名）依旧未苏醒，需要呼
吸机维持正常呼吸。除颅底
骨折和多发性脑损伤外，由
于存在脑脊液漏症状，积液
自右耳道和嗓子部位往外排
出，其中嗓子部位积液排出
对呼吸造成影响，在医院的
建议下，王泉于 3 0日下午进
行气管切割手术，目前仍在
观察治疗阶段。

意外发生时，王泉的妻
子和28岁的女儿王晓（化名）
均未在现场，意外到底是如
何发生的对家人而言还是个
谜。30日中午，王晓联系本报
记者，希望能看到意外发生
前后的现场照片。

“ 照 片 我 都 收 到 了 ，谢
谢。”在收到现场照片后，王
晓说，父亲倒地后现场热心
市民的施救让她十分感激，

“我第一次看到现场，原来是
这个样子，事实上出事后家
人都直接赶到了医院，连电
动车都没去管。”王晓说，如
果不是有热心市民拍摄了现
场照片，她或许永远都不知
道父亲倒地后有这么多人帮
助过他，这让她和家人倍感
欣慰。

“这些现场照片和电动
车都会交由交警部门分析鉴
定，另外路口有监控录像的
话还会调取监控，以确定我
父 亲 是 遭 遇 了 事 故 还 是 意
外。”王晓说。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杜
洪雷 实习生 张金波

本报记者 杜洪雷 王兴飞
实习生 张金波

“家人担心我被讹

但我觉得该这么做”

往常到了晚上6点多，济南
市洪山路南段的车辆并不多，
倒是上山下山的行人如织。28
日晚上6时30分许，下班回家的
曹艳和朋友朱晓萍开着车在洪
山路上自北向南行驶。车行至
洪山路靠近牧牛山的下坡路
时，两人发现一名男子骑着电
动车摔倒在坡下。

“那人正好摔在了机动车
道的中间，我们害怕再有车辆
经过，如果看不到有人在地上，
会再次伤到伤者。”曹艳立即将
车就势停在路西，和同伴下车
一起去查看男子的伤势。

见男子已昏迷，曹艳第一
反应就是拨打120，并返回车上
拿了一条毛巾，捂在男子的伤口
上止血。曹艳称，她拨打120的时
间是晚上6时32分，大约6时38
分，急救人员给曹艳回电话称10
分钟至15分钟赶到现场。

在这期间，曹艳和急救车
一直保持通话，按照电话里医
生的指示稳住伤者，“我们也不
敢轻易动他，害怕再对他造成
伤害。”

等急救车运走了伤者，朱晓
萍才匆忙回家，随后向家人说起
了这件事，家人都觉着她们胆子
太大了。“家人说我们要小心别
被讹上，不过我们始终觉得这是
应该做的，社会是需要弘扬正能
量的。”曹艳表示，在看到本报的
新闻报道后，她还和朱晓萍进行
了交流，“虽然有网友说我们有
的人是在那里看热闹，但是大家
当时都真的很焦急，很为那个伤
者担心。”

拿毛巾止血

自发成人墙

在济南市历城供电公司上
班的仇继东28日晚上下班回家

正好路过事发地。“我看到有人
受伤了，就赶紧过去看看。”据
仇继东回忆，他过去的时候，老
人已经躺在地上，“当时有四五
个人在那里，都说赶紧打120急
救电话。”

随后，仇继东从曹艳手中
接过毛巾帮伤者止血。“他的后
脑勺和耳朵上面全是血，这个
时候还稍微有点意识，头开始
不停地晃动，我就帮着他扶住
头部。”仇继东称，电话中急救
人员教给了他一些简单的急救
措施。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周围
的人也越聚越多，大家逐渐形
成了一道人墙。“我们全是自发
的行为，就是想赶紧救人，其他
的也没多想。”曹艳称，“当时感
觉时间过得好慢，大家都盼着
急救车能早点儿赶到”。

蹲在地上的仇继东一抬
头，还发现人群中竟然有两名

同事。他们分别是外出散步的
赵书勇和刚刚跑步回来的郎秀
斌。在等候急救车的过程中，他
们两人不停地帮着指挥过往的
公交车和私家车，“我们没有专
业的救援措施，只能站成一排
帮他挡住过往的车辆。”郎秀斌
说，大家虽然都是举手之劳，但
朋友们看了报道后都觉得他们
干得很好，“大家说就应该这
样，有困难大家一起上！”

伤者邻居

护送他去医院

伤者王泉（化名）倒地之
后，衣服口袋里的手机也掉在
地上。“我们拿起伤者的手机，想
着能够联系他的家人，却发现手
机有密码锁屏。”曹艳说，当时现
场还有人想到拍下伤者的手机
发在自己的朋友圈，试图以此来
寻找伤者的家人。

“我们猜测伤者应该是附
近小区的居民，随着人群的聚
集，应该会有人认出他来。”齐
加军、李庆峰和陈守明是附近
工地的农民工，听到路口有人
聚在一起，就走下坡赶过来。

“真是有很多的热心人，有一个
穿蓝色冲锋衣的男子和白色衣
服的女子一直在现场帮助受伤
的，我们看到都很感动。”齐加
军说，人群聚集起来了，伤者就
更安全一些，那些过往的车辆
都慢了下来。

家住康桥颐城的李咸生在
上山散步时看到前面围了很多
人，就加快脚步走过去。“我一
看，这不是我邻居王泉嘛，我赶
紧过去帮他，按住他的头不让
他乱动。”在这个过程中，李咸
生不断安慰伤者，让他坚持住，
告诉他救护车很快就会过来。

救护车过来后，李咸生和
伤者家属一同把伤者抬上救护
车，并陪着去了医院。当谈到自
己的所为时，李咸生表示这都
是应该的，换了任何人都会这
样做的，“当时有一个小姑娘很
上心，救护车迟迟不来，她一直
打电话催。”

“看过了扶不扶

再看这个感觉很温暖”

30日，已经68岁的刘绍文
突然接到好几个朋友的电话，
因为他们在本报头版看到了刘
绍文的身影。28日晚上，刘绍文
和老伴在小区附近散步，碰巧
遇到这一幕。“出事的时候我们
不在现场，事发大概两三分钟
后我们才过去的，当时有个女
同志已经在拨打120了。”刘绍
文说，“我们也都很着急啊，也
不敢乱动他，路上车来车往的，
我们这些人就那样帮他挡着。”

刘绍文提到的女同志就是
照片中打电话的郭昕。在现场，
她从曹艳那里接过急救车的电
话，不停地与急救车沟通。当
晚，郭昕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
这样一条信息：“为自己的勇敢
和善良，做了我所能做的一
切。”

事后，郭昕一再表示自己
只是做了平常人应该做的事
情，但是她对自己的行为也挺
满意的，“我希望我们这次的行
为可以消除社会上一些不好的
想法吧。”

“人的善良和爱是无处不
在的，而这份善每个人都应该
传承和发扬。”伤者被救护车拉
走后，郭昕还留下来把现场的
卫生纸、血迹等做了清理。

“我们都为她感到骄傲。”
郭昕的同事马女士说，这种救
人的事情发生在郭昕身上再正
常不过了，“她就是一个非常善
良和勇敢的女孩，如果再发生
这样的事，她还是会挺身而
出。”马女士说。

李咸生的同事宋先生称他
29日晚上就看到了这个新闻。
“我当时还很诧异，现在社会上
很多不扶老人的事情，看多了
都觉得心寒，再来看看他们的
举动，心里突然感觉特别温暖
和舒服。”宋先生说，跟李咸生
打招呼后，他也忍不住询问伤
者现在的情况，“这也是我们所
有人目前最关心的。”

相关新闻

▲30日，出现在“人墙”里
的农民工齐加军（左）和李庆峰

（右）再次来到事发地，讲述28

日晚他们组成人墙遮挡伤者的
情形，事发地的血迹还清晰可
见。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30日，本报寻
找到了组成“最美
人墙”的20余位好
心人中的11位。他
们来自各个阶层，
有事业单位干部，
有热电厂工人，也
有农民工，多数是
中年人，最大的都
68岁了。

路遇陌生伤
者，伸出援手相
助，在他们看来是
再自然不过的事
情。“我们都是出
自善良的本真，完
全自觉地去做这
些事情。”很多好
心人在重温28日
晚上那一幕时还
在被当时的场景
感染，“感动了他
人，也感动了自
己”。

以善引善
形成人墙，阻挡车流，保护伤者，擦血止血，打120……“最美人墙”用行动诠释了善心和社会的正能量。为

此，本报发起全城寻找“最美人墙”的行动，推动全社会形成人心向善的风气，并以此感染更多的人做好人好
事。就像救人者曹艳所说的，“人的善良和爱是无处不在的，而这份善每个人都应该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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