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救完完人人，，他他差差点点冻冻僵僵在在海海里里
威海两船员接力跳海救起轻生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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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1月18日讯（记者
王震） 18日上午，一名中年

妇女在威海市区的老海港客运
站码头跳海轻生。幸亏事发时，
侨乡号游轮的船员就在附近，两
名船员先后下水施救，最终将妇
女成功救起。

屡次搭救

轻生者都不配合

18日8时10分许，在老海港
客运站码头，侨乡号游轮船尾
处，几名船员正在装载蔬菜，一
名中年妇女从远处跑过来，跑到
海边后，径直跳进水中。

“那名妇女边跑边打电话，
到海边后把手机一扔，就跳海
里了。幸亏她穿得厚，没有直接
沉底，而是浮在了水面上。”当
时正在游轮上执勤的船员吴涛
说。

“有人跳海了，快点救人。”
吴涛赶紧通知船上的其他工作

人员，几名船员从船上扔下了救
生圈，可是那名妇女没有求生意
愿，在水里一动不动。船长邢海
龙见状，来不及脱衣服，只把鞋
子脱掉就跳进了海水里。他抓着
救生圈的绳索游到那名妇女身
旁，准备把救生圈套在她身上，
但由于对方身上的衣物较厚，邢
海龙费了很大劲才把救生圈给
她套上。

救生圈上系有绳索，众人原
以为只需拉拽绳索就能把妇女
拖上岸。但此时正值落潮，码头
平台距离海面两米多高，且是垂
直上下，妇女被拖拽到台子下
后，拒绝向上攀爬。船员们又扔
下一根绳子，邢海龙准备系在妇
女身上，可对方再次不愿配合。

人救上岸后

他差点虚脱在海里

邢海龙游来游去，渐渐感
到力不从心，“头脑比较清醒，

就是用不上劲，感觉要被冻僵
了。”此时，他已在冰冷的海水
中泡了5分钟。

“我不行了！”邢海龙向岸上
喊。船员丛刚紧接着跳下去，和
邢海龙一起，强行用绳子把轻生

的妇女捆住，岸边众人合力向上
拉拽，邢海龙和丛刚在海中向上
推，最终把那名妇女拽到了陆
上。

妇女被救上岸，邢海龙也接
近虚脱。救援绳索抛给他时，他

甚至连打结的力气都没有了，只
把绳子在手臂上缠绕几圈，由岸
上众人拉上了码头。

随后，轻生妇女被送医，邢
海龙和丛刚则被同事搀去取暖。

记者在船舱见到邢海龙和
丛刚时，二人面色苍白，手指都
被岸边的牡蛎壳划伤了。“当时
就急着救人，也没顾上受没受
伤。这事儿就发生在我们的船
边上，如果不把人救上来，就感
觉自己有责任。”邢海龙说，他
从来没有在冬季下过海，只知
道冬季海水比较凉，但没想到
会这么冷。

记者事后测了一下海水温
度，温度计显示只有-3℃。船员
们说，这个水温下，普通人下去5
分钟就会被冻得无法动弹，时间
过长会因体内热量流失过多而
丧命。

记者从医院获悉，被救的妇
女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
险。

郭德玉是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
铺街道办事处道口铺村人，妻子许玉
英今年77岁。按照聊城的养老政策，
老两口每月有近200元的政府性补
贴。郭德玉还是抗美援朝老兵，每月
有400多元的补助。尽管两个儿子都
是农民，但老两口本能生活无忧。

不过，现实并非如此。
一切源于一个孩子。16年前，许

玉英出门时，从路边沟里捡回一个孩
子。“是个满身长疮的男娃娃，看着真
让人心疼。”又是喂奶粉，又是做新
衣，许玉英像带自家孩子一样照顾这
个孩子。可是，孩子身上的疮治好了，
手脚却有些问题，一查，是脑瘫，右

手、右脚行动不便。
周围有些人劝老两口把孩子送

走，郭德玉不舍得：“好歹是条人命，
在我们家还能活，万一送走了，孩子
可能就没命了啊！”就这样，老两口把
孩子留下了，取名郭振立。

老两口的舒适日子由此被打破
了。为了补贴家用，他们打零工、捡破
烂。年纪大了，没人敢雇，郭德玉又去
了敬老院打工。

“也干不了太多活，就是帮行动
不便的老人端端饭，陪着说说话。”16
日，已经82岁的郭德玉在当地敬老院
忙活着，他要照看两名老人，一月能
拿200元工资。

八八旬旬翁翁打打工工供供养养脑脑瘫瘫弃弃儿儿
16年间老两口教孩子写字、骑车，供其上学

“在我们家好歹能活，万一送走了，孩子可能就没
命了啊！”16年前，凭着一份朴素的善心，年逾六旬的郭
德玉、许玉英夫妇将一名脑瘫弃儿捡回家。这些年，任
凭旁人劝说，他们从未想过放弃这个苦命的孩子。

如今，16岁的郭振立学会了写字、骑车，并已升入
初三；82岁的郭德玉则在敬老院打工，给孙子赚点零用
钱。年纪大了，郭德玉和许玉英也在寻思，该让孙儿学
点啥技术养活自己呢？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老人家里很简陋，唯一的家电是
一台17英寸的电视机。卧室两侧各摆
了一张小床，郭振立和奶奶在家住，
爷爷平日住敬老院。

郭振立向记者展示他用左手写
的字，虽不算漂亮，但一笔一划很是
工整。奶奶许玉英解释说，振立右手五
个指头伸不直，只能用左手写字，刚开
始时，字写得乱七八糟，后来她一遍遍
手把手地教，总算矫正了过来。

小振立还记得爷爷教他学骑三
轮车的事。上初中后离家远了，振立
想学自行车自己去上学，但右腿、右
手不方便，没法学，就改学三轮车。他
让爷爷把自己的右脚绑在车蹬子上，
把右手绑在右车把上，用了一暑假，
一遍遍地练习，终于学会了。

16年，当年那个一身疮的孩子长
大了。虽然右手无力，但他学会了用
左手写字；虽然行动不便，但他会帮
着爷爷在敬老院打扫卫生，帮着奶奶
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虽然说话依然口
齿不清，但多说几遍、仔细辨认，能听
出他在感恩地说：“如果不是爷爷奶
奶，我早就死了。”

再有半年，郭振立就要参加中考
了。郭德玉寻思着，若是孩子能考上
高中，他们一定好好供他继续读；若
是考不上，就打听打听有什么地方能
让这样的孩子学到一技之长，将来好
养活自己。

可许玉英还是很担心：“孩子能学
什么技能呢？或者帮什么单位看大
门？”

“若考不上高中，孩子能干点啥呢？”

郭振立渐渐长大，不光行动不
便，说话也不利落。“四五岁的时候，
他才会自己拿着勺子吃饭，六七岁才
喊出一声‘爷爷’，七八岁才会走路，
直到现在都走不好……”郭德玉说。

可不管怎样，到了该上学的年
龄，老人还是希望孙子能跟正常孩子
一样去上学。

“起初幼儿园和小学都不敢收。”
许玉英还记得学校老师充满顾虑的
眼神和欲言又止的神情，“我们知道，
孩子自己走不好路，话也说不利索，
到了学校是给人家添麻烦。学校怕孩

子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担上责任。”
好说歹说，学校同意接收郭振立

入学，但需要老夫妻写下“免责保证
书”，保证孩子在学校出了任何意外，
磕了碰了摔了甚至更严重的事，都与
学校和老师无关。

老两口在保证书上按下了手印，
郭振立入了校门。

郭振立刚上学的时候，爷爷奶奶
蹬着三轮车接送。现在，郭振立已经
在读初三，他也在爷爷的教导下，学
会了自己骑三轮车，往返在学校和家
之间。

为让孩子上学，老两口签下免责保证书

“万一送走，孩子就没命了”

妇女轻生跳海的地方就在邢海龙所在客船的旁边。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郭振立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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