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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英勇救人的“破烂王”蒋兴保胆子其实挺小，母亲说其打针都怕疼

“胆小的儿子做了件大胆事”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李大鹏 《颍州晚报》记者 李京泽

手术顺利

医院免除医疗费

本报5月2 9日烟台讯
(记者 侯艳艳 李大鹏 )

29日上午，左内踝骨折的
蒋兴保在烟台解放军第107

医院接受了手术，下午，医
院决定免除蒋兴保的全部
医疗费用。

29日上午8点，蒋兴保
被送进手术室。尽管做手术
的关节外科主任潘风雨反
复告诉他，这是个小手术，
很快就能完成，他还是紧张
地绷着嘴不说话。蒋兴保的
舅舅刘怀山说：“兴保这孩
子胆子小，紧张得一晚上没
睡好觉。”

8点30多分，蒋兴保的
母亲刘怀荣和叔叔蒋宗体
急匆匆地赶到手术室，刘怀
荣发现儿子已被推入手术
室，表情有些沮丧。“哎，等
了半小时公交车没等到，打
车来还是晚了。”刘怀荣说，
她来烟台这么多年，还是头
一次打车。刘怀荣说，儿子
看见她，心里就不会紧张
了。

9点55分，蒋兴保被推
出了手术室，守候在门外的
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

潘风雨介绍：“只要注
意休养，相信三四个月就可
以正常走动了。”

29日，解放军第107医
院院长姜志高和政委宋增
文得知蒋兴保的事迹后十
分感动，要求医护人员全力
救治。医院决定将蒋兴保的
医药费全部免掉。

本报推荐蒋兴保

为道德模范

日前，烟台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等部门决定在全市
开展第四届烟台市道德模范
评选表彰活动。7月15日前，市
活动评委会将确定第四届烟
台市道德模范候选人。

29日，本报作为推荐单
位为蒋兴保填写了“见义勇
为模范”的推荐表和事迹材
料。

29日，阜阳市文明办的
相关负责人表示，只要材料
齐全，也可在本地为蒋兴保
申报“见义勇为”称号。

本报记者 李大鹏
侯艳艳

被救者女儿生产

忙乱中祝福恩人

29日，记者再次联系到
被蒋兴保救下的于先生的
妹妹，电话里她的声音有点
急促。“所有事儿都赶在一
起了，真是手忙脚乱！大哥
家着火，家当被烧光。他闺
女今天刚生了孩子，我正在
医院陪房。”于女士着急地
说，这几天她也累病了，真
希望好好歇一下。

记者了解到，于先生烧
伤后，一直在家静养，于先
生也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蒋
兴保的病情。而他的妻子因
为身体不好，无法干重活
儿，于先生的妹妹说：“实在
是忙得无法脱身，我们一家
祝他早日康复。”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李大鹏

照顾瘫痪爸爸的10岁女孩被爱心包围

曲阜一企业愿助芊芊到成年
本报济宁5月29日讯(记者

孔令茹) 29日，本报A08版刊登了
曲阜10岁女孩扈芊芊照顾瘫痪爸
爸的报道，一些爱心市民和企业联
系本报，表示要伸出援手，让芊芊
放下心理负担安心读书，并对她进
行长期资助。

“芊芊太小了，生活负担又这么
重，看着心里很不忍，必须伸手帮一

把。”临沂一家企业的负责人郭淑师
说，芊芊每天要为爸爸做饭、洗衣，
生活的担子已经很重了，不能再让
孩子为了生活费、学费的事情发愁。
郭淑师表示，以后只要孩子遇到困
难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尽力帮助这
个可爱又懂事的女孩。

曲阜市隆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成明说，公司将每年拿

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芊芊的学习、
生活及爸爸的医药费用，直至芊芊
18岁成人。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我们想
每年给芊芊3000块钱，一直到芊芊
18岁成人，如果孩子考上大学，我
们也会继续资助。”王成明说，公司
就在息陬辖区，距离芊芊家比较
近，他们也将定期去芊芊家，及时

了解芊芊所需，希望能用爱心温暖
和感动芊芊，让她安心读书。

还有很多不留姓名的爱心人
士，希望通过长期帮扶的方式，让
芊芊能够安心上学，用爱心滋润这
个美丽可爱的女孩。他们也希望通
过报纸嘱咐芊芊，一定要好好学
习，对未来充满希望，用知识改变
整个家庭的命运。

父亲的后怕：

要是当时砸了头……

“他打小就实诚、胆小，连
打针都怕疼。”今年62岁的刘怀
荣这么评价儿子。她说，家里亲戚
还有点不敢相信蒋兴保竟然徒手
接住了四楼掉下来的大活人。

刘怀荣说，她虽然想着让
孩子多学点文化，但家里穷，兴
保为了帮衬家里，初中毕业就
出去打工了。“装修工、小工他
都干过，有人告诉他油漆工和
瓦工挣钱多，他因为胆小怕高
一直没有去干。”

家里人听说蒋兴保伸手救
人的事儿后，都很意外。但了解

儿子的刘怀荣说，儿子喜欢帮
人，他伸手救人其实也不奇怪。

蒋兴保徒手接住邻居，尽
管受伤不算严重，父亲却惴惴不
安。“幸亏是砸了脚，要是砸了头、
砸了背，可怎么办？”蒋宗良跟刘
怀荣说，从高处掉下来劲得多大，
兴保可是俩孩子的爹啊！说到这
些，蒋宗良就掉眼泪。

刘怀荣说，蒋宗良现在就
是担心儿子几个月下不了床，
一家的收入没着落。“我还经常
劝他，都会好起来的。”刘怀荣
说。

兴保的担忧：

把我说得太好，以后做错事咋办？

“您好，我是××电视台
的”“您好，我是××报社的”。

29日，蒋兴保的电话不知
响了多少次，不得不一边充着
电一边通话，这些电话多是来
自安徽和山东媒体的。蒋兴保
开始还能心平气和地把事情原
委、手术情况介绍一遍，但到了
下午，电话还是不断，蒋兴保有

些急了：“这真的没什么，没必
要到处宣传。现在都把我说得
这么好，我要是以后做错事怎
么办？”

为了让蒋兴保好好休息，29
日下午2点左右起，蒋兴保的家
人拒绝了数家安徽媒体的采访
请求，“这都是应该做的。”蒋兴
保对请求采访的媒体记者说。

本报29日A10版刊登了烟台“破烂王”蒋兴保徒手接住

坠楼邻居的报道，在蒋兴保的母亲刘怀荣看来，儿子胆子

很小，却心地善良喜欢帮人。家里很多亲戚不敢相信，平时

那么胆小的蒋兴保，做出了徒手接人这样的“大胆事儿”。

而在老家阜阳的妻子，和蒋兴保一样，对于救人这件事儿，

都是一样的云淡风轻，“举手之劳，不值得到处说。”

29日上午，蒋兴保接受了治疗左内踝骨折的手术。
本报见习记者 韩逸 摄

孩子的矛盾：

俺爸做好事了！可谁挣钱给咱花？

在阜阳市医院附近的一家
旅馆里，记者见到了蒋兴保的
妻子马侠。孩子都去上学了，只
有她一个人在家。得知丈夫还
在手术室里，她有点坐立不安。

“他平时最心疼两个孩子，
省吃俭用要孩子去城里上学，
读好书。”刘怀荣说，为让儿子
到城里上学，蒋兴保给媳妇和
孩子在阜阳城里租了间房子，
每月的租金有二三百元。

在阜阳的出租屋里，十几
平方米的空间里摆着两张床、
一张书桌，住着马侠和两个儿
子。每天，把孩子送走后，她就
买菜、洗衣服，有时还会跟邻居

一起糊信封，一张几厘钱，“打
发时间，也贴补点家用”。

马侠说，自从孩子来阜阳
上学，丈夫在外挣钱，她就在家
里看孩子。如今，大儿子上了初
中，小儿子还在上幼儿园，家里
的开支主要靠丈夫负担。

面对媒体，马侠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是：“举手之劳，一点
点小事，不值得到处说。”

通过电话，记者还采访了蒋
兴保的大儿子。得知爸爸见义勇
为的事迹后，小男孩感到很自豪：

“俺爸做好事了！”可是听妈妈说
“爸爸受伤了”，他的声音又失落
起来：“那谁挣钱给咱花呢？”

主治大夫潘风雨安慰蒋妈妈，手术风险较小，不用担心。
本报见习记者 韩逸 摄

“破烂王”徒手接住坠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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