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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老汉突发脑溢血，邻居、“摊友”、医院爱心接力

1155小小时时爱爱心心大大营营救救挽挽回回一一条条命命

滴滴之后，代客泊车亮相济南

““停停车车宝宝””能能破破解解停停车车难难吗吗
本报记者 宋磊

医院门口20分钟停不下车

5月8日上午，济南市民郝女
士开车到齐鲁医院办事。“到了齐
鲁医院也就7点10分左右。”但这
个时候，医院附近已经没有停车
位，路上也开始拥堵起来。

“我在医院门口排了20分钟，
依然没有等到停车位。”此时，她看
到路边有人举着“代客泊车”的牌
子。“这个业务我头一次在济南看
到，就找这位师傅帮我把车停到了
附近的停车场。”从7:30到11：00，郝
女士花了10元停车费。

据悉，这是一款名为“停车
宝”的APP推出的服务。“停车宝”
创始人之一刘文海介绍，现在停
车难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但
换个角度看，帮助车主解决停车
难就成了一种商机。

在此之前，“代客泊车”业务只
是偶尔出现在国内部分五星级饭
店或高端酒楼会所，而如今，这一
服务正在向普通用户“渗透”。

“用户开车到目的地后，可以
通过APP定位，选择我要泊车的请
求，之后会有专业的泊车司机赶来

把车开走，停到附近的合作停车
场，在车主需要用车的时候，司机
再把车开回来。”刘文海说。

据了解，目前“停车宝”正与
微信合作，推出首单泊车10元/3
小时的优惠。

已与济南50家停车场合作

刘文海说，按照国际通行惯
例，车辆泊位比应为1:1 . 2，也就
是说每辆车应该有1 . 2个泊位，
而这个比例在济南远远未达到。
据统计，济南的停车位缺口为
68 . 98万个。

“停车难背后的原因在于资
源冲突，停车位和停车场本身规
划和配置存在问题，没有实现市
场化。”刘文海说，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停车宝”5月初登陆济南
后，已经取得了首批50家停车场
的支持，“这说明代客泊车以及停
车位需求量很大。”

记者对该款APP测试后了解
到，在车主到达目的地发现没有
车位后，都可以在该APP上查找
附近的代泊司机。接单后的司机
会与车主本人联系确认地点和时
间，最快只需几分钟。而在这之
前，有些地段停车等待时间需要

半个多小时。
“代客泊车只是‘停车宝’的

业务之一。”据介绍，该APP还能
搜索周围停车场的停车信息，通
过微信支付可享受半价优惠。

把车交给陌生人可以放心吗

不过，把自己的车交给陌生
人开，真的那么安全吗？会不会发
生丢失物品的情况？万一发生刮
擦等事故怎么办？

“泊车司机的照片、手机号等
信息都会显示在手机上，我们与
司机也签了合同，进行了培训，诚
信度没问题。”“停车宝”的工作人
员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代客泊车的推
广模式与早些时候的打车软件很
类似，都是采用地推的方式。推广
初期，基本上会有多位工作人员
在现场推广他们的代泊服务，并
同时配备一辆工作车。如果有首
次尝试的用户不放心，工作人员
就会建议车主亲自跟车体验一次
代泊流程，以这一直接的方式获
得用户的信任。

此外，“停车宝”还将联合保险
公司推出国内首个高额“代泊险”，
以“先行理赔”的方式保障服务。

半夜听见敲墙声

邻居破锁救人

8日中午，在烟台只楚小区22
号楼下，刚换好锁的车库大门紧
闭。4月18日凌晨2点多，就是在这
间车库里，独自租住于此的薛忠
鑫突发脑溢血。

犯病后，薛忠鑫爬到了车库
门边，但已打不开门，不停地敲墙
锤门求助。

“它先听见的，不停地拱我，
我才反应过来。”指着身边的金毛
犬，租住在隔壁车库的衣先生说。
他回忆，凌晨3点左右，他醒来听
到隔壁车库不断传来敲墙声和微
弱的求救声。敲门不见回应后，他
赶紧喊上房东及楼上邻居，合力
将门锁撬开了。此时的薛忠鑫已
瘫倒在地，大小便失禁。

“几乎没见过他家人，都是他
一个人生活。”衣先生和61岁的薛
忠鑫认识两年多了，但不算熟，平
日里遇见会点头打打招呼。

“是烟台这座城市给了
我弟弟第二次生命！”5月8日，
青岛人薛中林致电本报，向
帮助过他弟弟薛忠鑫的多位
好心市民致谢。

一个多月前，在烟台独
居的薛忠鑫突发脑溢血，凭
借最后的意识敲墙求救。只
是点头之交的邻居半夜破锁
救人，一同摆摊的小贩帮付
医疗费并昼夜守护，医院方
面也开通绿色通道，在没家
属、没押金的情况下果断救
人。惊险15小时，多方爱心接
力，为薛忠鑫争取到了最佳
救治时机。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近日，一款名为“停车宝”的APP应用落地济南，它能
提供的服务就是在交通拥堵、停车难的情况下代客泊车。
据悉，目前该应用已与省城50家停车场签约合作。

这款“互联网+”服务能否如“前辈”滴滴打车一样迅
速打开市场，深层次的停车难问题能否找到突破口，都令
人期待。

5月9日，在齐鲁医院附近，等待进入停车场的汽车排成长
队。 本报记者 宋磊 摄

哥哥通过本报向好心人致谢

惊险15小时，各方的爱心
接力为薛忠鑫争取到了最佳救
治时机。

5月8日，薛忠鑫的哥哥薛
中林从青岛赶到烟台，听闻弟
弟的遭遇后，希望通过本报向

烟台的好心人道声感谢。
薛中林告诉记者，弟弟薛

忠鑫曾当过兵，年轻时在东北
创办企业，之后又去俄罗斯做
生意，失败后与家人断了联系。
当过门卫、厨师、搓澡工的他，

于2012年独自来到烟台打拼。
“是烟台这座城市给了他

重新活过的机会，是烟台的好
心人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薛中
林说，得知弟弟入院后，烟台市
体彩管理中心送来5000元善

款，老战友计佐民捐款之余还
帮着跑前跑后，这些都让他感
动不已。

如今，薛忠鑫恢复情况良
好，不久就能出院接受康复训
练了。

没有家人陪伴，医护人
员只好翻出薛忠鑫的手机，
按通讯录联系了他最近的联
系人“鞋王老武”。不久，“鞋
王老武”武绍江带着朋友冷
绍刚匆匆赶来。

其实，这两人和薛忠鑫也
不是很熟。

薛忠鑫在烟台三站附近经

营着一辆流动体彩车，而武绍
江和冷绍刚也在这个地方摆
摊。这样，几个人平时碰上了就
闲聊几句，并互留了电话。因为
并无过多交流，薛忠鑫和武绍
江甚至不清楚彼此的全名，在
薛忠鑫的手机通讯录中，武绍
江被记为“鞋王老武”。

“谁都可能有个三长两短，

换了谁都会帮忙。”4月18日凌
晨4点，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武绍江叫上同样摆摊的冷绍
刚，急忙赶到了医院。

医生嘱咐每五分钟需把病
人叫醒一次，两人就轮番跟薛
忠鑫聊天、讲笑话。连串的手
续、单据，也都是冷绍刚跑上跑
下去办的。直到薛忠鑫的家属

赶来，两人才离开医院。
由于来得匆忙，武绍江和

冷绍刚仅带了2000元钱，只够
交齐急救车费用。得知情况后，
烟台海军107医院立即开通绿
色通道，在没有家属、没交押金
的情况下，全力展开救治。当日
傍晚6点，薛忠鑫顺利进入手术
室。

偶尔闲聊几句的“摊友”垫钱又陪护

5月8日，薛忠鑫的邻居衣先生等人讲述破锁救人的过程。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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