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点过了，真想赶紧结束”
从“破烂王”到公众人物，蒋兴保对媒体的“狂轰乱炸”既感谢又抗拒

救人那天，也就是5月26

日早晨7点多，蒋兴保照常起
床、吃饭。恰好那天没人找他
干活，他便骑着收废品的三轮
车在烟台市里到处转，一上午
颗粒无收，中午回家吃完饭，
休息一个多小时。下午又接着
出去，收了几十块钱废品。晚
饭过后，他和家人一块看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晚上9点，
他便早早睡下。

两个半小时后发生的事，
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没
有这件事的发生，他的生活也
许就是周而复始的循环。

5月26日晚上11点30分左
右，大雨如注，蒋兴保住的那
一栋老居民楼里传来一名男
子的呼救声。急促的声音惊醒
了住在这栋楼地下室里的蒋
兴保，他穿着裤衩就跑到门
口。

蒋兴保仰头一看，4楼的
阳台外，一名男子双手紧紧抓
着窗沿，几乎就要掉下来，火
苗和浓烟不断从窗口向外冒。

“我心想火大成这样，没
法上去救他啊！”蒋兴保看男
子快要撑不住了，便下意识地
伸出双手。男子落到2楼时，被
阳台挡了一下，然后砸到蒋兴
保的左肩，又重重地砸到他的
双臂，之后两人双双摔倒在
地。

坠楼的男子除了有点烧
伤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蒋
兴保则被诊断为左内踝骨折。

对住在4楼的这个邻居，
蒋兴保只是感觉有些眼熟，两
人从没有打过招呼。蒋兴保
说，当时很自然地去接，但是
接到手那刻是真痛，脑子一片
空白，“就像现在接受这么多
采访，脑子轰轰的。”

从5月27日开始到6月上
旬，蒋兴保身边除了母亲和主
治医生，出现得最多的就是媒
体记者，换了一拨又一拨。

起初，只有本地媒体记者
在病房内采访蒋兴保。在这期
间，他就曾让本报记者关上病
房门单独说，自己就是个普通
人，做了一点小事，能不能不
让更多媒体来采访了。

随着媒体记者越来越多，
蒋兴保的情绪也有起伏。在一
次接受安徽两家电视台采访
结束后，他直接将房门关上休
息，明确传达出不想接受采访
的信号。

医院期间，媒体轮番“轰
炸”，蒋兴保用着差不多的话
回答差不多的问题，这一切他
还能忍受。令他难以接受的
是，有记者开始前往他的老家
采访。

5月29日开始，安徽和烟
台多家媒体分别派记者前往
安徽阜阳，采访蒋兴保的妻
子。为了让身在阜阳的妻儿平
静地生活，当天，蒋兴保两次
致电安徽那边的记者，要求记
者承诺不将家人的住址告知

他人。一家媒体记者经过“突
破”，也于29日晚上10点左右
见到了蒋兴保的妻子，但被要
求不能拍照和录音。5月30日，
另一家媒体记者再次赶往阜
阳市，蒋兴保妻子的手机已经
关机。蒋兴保说，妻子去外地
参加亲戚婚礼了，后来也一直
没让妻子开机。

对于抵触记者去老家采
访，蒋兴保的母亲道出了苦
衷：“不想让你们写，不想让拍
照，怕老家人都知道——— 收破
烂的跟要饭的一样，名声不好
听，收破烂是档次最低的，谁
能瞧得起收破烂的？”蒋兴保
也说，老家人很少知道自己一
家在外面收废品，“面子上有
点那个。”

6月5日晚上，谈起这些，
蒋兴保说，还是很感谢媒体记
者，帮助自己解决医疗费，也
让很多人看到报道后来看望
自己。“记者也不容易。你们来
了，配合你们，让你们满意。”

“白天记者在这，睡不着，面对
采访，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想尽快结束，回归自然，现在
有点过火了。”

感受

一方面真心感谢

一方面陡生抵触

出院以后，蒋兴保听医
生说，还要休养半年左右。蒋
兴保说，未来不打算收废品
了，想做点小生意。“做点小
吃 喝 的 生 意 ，也 没 啥 大 本
钱。”蒋兴保的母亲说。

前几日，蒋兴保想做小
生意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安
徽首善”张艺冬给蒋兴保打
电话问他，是不是想开饭店，
可以给他找个门面。“不想接
受别人的帮助，想靠自己的
努力。”蒋兴保说，安徽商会
那边给他安排保安的工作，

也被他拒绝了。
他现在有个担心是，自

己将来好事做得不够多。“做
善事得有点底子，我有两个
小孩，将来好事也能做一点，
不过不能做那么大的。”蒋兴
保说，自己不可能像张艺冬、
陈光标那样，因为自己能力
有限。

他也担心现在媒体把他
说得这么好，以后老家谁有
困难了，自己没法帮忙，心里
会过意不去，乡亲也会有看
法。

未来

以后不打算再收废品

担心好事做得不够多

还原

很自然地伸手一接

彻底改变人生轨迹

13日晚，由阿里公益联合齐
鲁晚报等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发
起的“天天正能量”宣布获奖结
果，由齐鲁晚报推荐的“破烂王”
蒋兴保的故事获得“天天正能
量”一等奖，蒋兴保获得正能量
奖金1万元。此外，网友每在新浪
微公益上转发一次，蒋兴保就将
额外获得1元资助，直至金额累
积至1万元。

记者14日18时从新浪“天天
正能量”官方微博了解到，短短
一天时间内，已有3000多名网友
争相转发蒋兴保的事迹，以表达
对他的“万分敬意”。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兴保正能量

一天被转3000次

隔记者 侯艳艳 报道

本报6月14日讯 13日，蒋
兴保从解放军第107医院出院。
14日上午，他就买好了返回安徽
的火车票。15日，他将踏上回家
的列车。

13日上午，蒋兴保出院后返
回到烟台的住处——— 鸿泰装饰
材料市场南侧一栋居民楼的地
下室。仅有10平方米的地下室阴
暗潮湿，空气流通差，不利于脚
伤恢复。蒋兴保决定回老家休
养。“老母亲上了年纪，不能每天
照顾我，还是回家养伤比较好。”
蒋兴保说，现在家里的农活都忙
完了，妻子闲着正好可以照顾
他。

蒋兴保说，15日中午12点
多，他将乘坐从威海发往汉口、
经过桃村的火车，在安徽阜阳下
车。“明天家人会把我送到桃村，
我自己坐车回家，到老家后妻子
会到车站接我。”

格动态

兴保今回

老家养伤

1977年10月24日，蒋兴保出
生在安徽省涡阳县石弓镇，有一
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在村里念
完小学，接着在附近村里上完初
中，“学习不好，没考上高中。”15

岁那年，蒋兴保离开校园，之后
到很多地方打工。

22岁那年，蒋兴保成家，两
年后有了第一个儿子，现在12

岁。“媳妇还想要个闺女。”就这
样，蒋兴保的小儿子如今也6岁
了。

蒋兴保村里的乡亲们说，因
为家里穷，蒋兴保的父母很早就
在外面捡废品过生活。2007年，
蒋兴保从老家来到烟台，跟着父
母也做起收废品的生意，还干过
搬运、装修的活。蒋兴保和父母、
叔叔住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
地下室里。

但他并不是长期在烟台。
“忙了就走，闲了就过来。”蒋兴
保说，每年6月份要回老家收小
麦、种黄豆，再过几个月要回去
收黄豆、种小麦。在安徽和烟台
的时间基本上对半分。“有次家
里盖房子，一年没来烟台，想孩
子时也回家。”

今年正月十九，蒋兴保又从
安徽坐火车来到烟台。

本报记者 李大鹏

格延伸阅读

忙时在老家种地

闲时来烟台收废品

烟 台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副 院
长、教授齐爱军通过本报对蒋
兴保一直保持关注。齐爱军认
为，对蒋兴保的报道有点过。

齐爱军说，正面宣传过度
就会形成“消费感动”，这种宣
传把被采访对象作为一个商品
推给社会，会使得感动打折扣，
会稀释宣传要达成的效果。

此外，过度采访容易对被
采访者或当事人造成伤害。“尤
其是老百姓，对自己的权利没
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也没有应

对 媒 体 的 知 识 储 备 和 心 理 预
期。”“记者有采访权，人家也有
不接受采访的权利。媒体人应
以正当、适度、合理方式，取得
采访资料。但是有的记者往往
忽略被采访人的权利，使得采
访不专业。”

“采访的时候容易形成重
复采访，不能够深入到采访对
象的心灵。面对好几拨人，天天
重复那几句话，很容易让被采
访对象形成心理负担。”

本报记者 李大鹏

过度宣传会让感动打折扣

□本报记者 李大鹏
qlwbldp@vip. 163 .com

蒋兴保这个名字，已为烟台、山东乃至全国人民所
熟知。5月26日，蒋兴保徒手接住从4楼坠落的邻居，被誉
为“最美托举哥”。但“托举哥”也有烦恼，那就是被过度
关注了。5月27日开始到6月上旬，烟台及安徽多家媒体
接连对其采访，甚至派记者赶赴他的老家探访。他救人
前的平静生活完全打破。面对媒体的“狂轰乱炸”，他既
感谢又抗拒。记者追溯蒋兴保“成名”前后，为你还原更
真实的蒋兴保。

14日，蒋兴保出院，回到在烟台的住处。 见习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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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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