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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前几日,市民胡先生和妻子携带鲜花赶到市康迪客运出租有限公司，表示要感谢一位名叫李虎的出租
车司机，感谢他在遇到摔倒后满头鲜血的7旬老人，及时伸出援手。“你们太客气了，这是一件很简单、很小
的一件事情，老人摔倒了，当然要去帮忙！”李虎面对“扶不扶”的选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

姐妹花记者在跟踪采访此事件的同时，也再次对“扶不扶”这个曾经影响深远的道德之问，采访了部分
市民朋友。

浙江省巾帼文明岗
监督电话：87126426

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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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刘佩佩：我之前在 330 国道

边看见一位 60 岁左右的老人躺在地

上不停呻吟。那时老人身边已经围

了几位市民，但大家都不认识老人，

看她脸上有血不敢动。我没有贸然

将她扶起，而是先打 120，然后和老

人交谈，打电话通知其家人赶紧过

来查看情况，直至 120 和老人家人来

了之后，我才离开。毕竟善良的人

还是很多的，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不

会置之不理。

市民吕绍骅：看见了就得去扶

一 把 ，不 扶 感 觉 对 不 起 自 己 的 良

心。既然去扶了就不会担心别人来

讹诈我，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信任

的。

市民胡晓笑：这本来不该是个

问题，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遇人跌倒伸手搀扶，只是举手

之劳。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毫不犹

豫扶的。

市民杜伟民：扶肯定还是要扶

起来的，但我会考虑扶的方式。比

如我会让人帮我作证，来证明摔倒

这件事不是由我造成的。

市民秦静丽：该扶，我还会告诉

自己的孩子，看到老人摔倒可以去

扶 ，但 还 是 要 考 虑 如 何 保 护 好 自

己。在确保自己不受到任何伤害的

情况下，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

市民徐佩珍：很多人都是愿意

去帮助他人的，不能因为某些老人

的不良行为去玷污所有老人。我会

去扶的，不会视而不见。

面对摔倒的老人 出租车司机伸出援手
姐妹花记者就“扶”“不扶”话题采访部分市民
听听他们给出怎样的答案

□记者 徐灿灿

“那天接到乘客从高铁站出发，
行至高塘村附近，看到有一位老人摔
倒在绿道上，身边还有一辆前轮破损
的自行车。”40岁的李虎回忆，老人头
上有明显血迹。他跟车上的乘客解
释了一下，将车停至路边，上前扶起
老人并询问情况。

“阿公，你先不要走动，有没有家
里人的联系方式，我帮你打个电话。”

“不记得了，怎么摔的都不知道，
号码记不得了，手机和钱包都找不到
了。”

“那你记不记得家里人的工作地
方，我去找下电话？”

“我女婿是在四中教书的，姓胡，
叫振康。”

老人意识还算清醒，除了对摔倒
的过程和家人的联系方式一片空白
之外，能记得家人的工作单位。

李虎通过朋友找到了第四中学
门卫处的号码，通报了老人女婿的名
字，解释相关情况后，拿到了胡振康
号码。他马上与胡振康进行了通话，
讲述了现场的情况，让他尽快前来。

在此期间，他还委托同为出租车
司机的好友，帮忙将车中的乘客送至
目的地。同时他也留下了乘客的联
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镜头一：7旬老人摔倒在绿道上
头上有明显血迹 对摔倒过程一片空白

镜头二：将老人送至家中
其妻的一句话把李虎惊出冷汗

老人稍事休息后，可以勉强走
路，他就想自行回家，被李虎拦住了。

“你头上有血，肯定要去医院，还
要做些检查，就这样走，我不放心
的。”在现场，李虎将老人扶至出租车
内，把自行车也一并放入车中，决定
带他去医院。去医院需要老人的社
保卡，得知老人将社保卡放在家中
后，李虎就调头往老人的家中赶。

在老人家的楼下，将自行车卸下
后，李虎拨通了老人妻子的电话，电
话通了，但没有人接听，李虎连续拨
打了几通都是无人应答。

就在一筹莫展时，老人的妻子回
来了，第一句话就把李虎惊出一身冷
汗。

“这么多血，自行车前轮也破了，
是你撞的？”

“不是不是，我是一个出租车司
机，在高塘村附近看到老人摔倒了，
想送他去医院，现在是回来拿社保卡
的。”老人也在一旁帮忙解释，才解除
误会。

拿到社保卡后，李虎将老人送至
医院，并致电胡振康询问其方位，得
知胡振康正在老人摔倒的现场寻找
丢失的手机和钱包。却不料，老人的
妻子说手机和钱包都在家中，老人摔
倒后的记忆明显混乱。

待送老人进医院后，李虎默默的
驱车离开。从上前扶起老人，到一帮
到底，他耽搁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镜头三：老人安全最重要
李虎是个热心人好事做了真不少

“真的不用这么热情，这只是一
件小事，看到了就帮一把。”这是李虎
见到胡振康夫妇的第一句话，此前胡
振康夫妇多次联系他想表达谢意，均
被李虎婉拒，胡振康夫妇执意要谢，
李虎拗不过，才有了在康迪客运出租
有限公司见面的一幕。

“那时候还不知道名字，只知道
号码，我就问说要多少钱，钱怎么给
他。”胡振康一脸感慨，“结果他说钱
是没关系的，人安全最重要，我就想
一定要谢谢他。我跟同事和学生都
讲述过这件事情，这真的是永康正能
量。”

得知老人在缝了十余针后，身体
已逐渐好转，李虎十分欣慰。在交谈
中，大家打开了话匣子。李虎也谈起
他之前救溺水女孩、捎带行动不便的
老人回家等事情。并不是每次都是

好人有好报，有一些事也让他十分寒
心。

“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出租车，邻
居是外地人。有一天邻居的小孩从
窗口爬出来，掉到了钢棚上。我那时
候在修机器，看到了之后，马上去接，
还叫工友一起帮忙，终于将孩子平安
的接下来。结果我那邻居回来看到
了，还以为我们在欺负他孩子，当了
解事情的始末后，邻居什么也没表
示，连句谢谢都没有。这是救命之
恩，说句谢谢总不为过吧，结果他什
么都没有说。这样对比的话你们是
太客气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每个人都会老，都有需要帮忙
的时候，谁不希望自己在需要帮忙的
时候有人能帮你一把？我是见到需
要帮忙的人，一定会上前帮忙的。”李
虎如是说。

记者小时候写好人好事的作

文，肯定绕不开“扶老奶奶（老公公）

过马路”的情节，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那时候是理所当然的。近年来发

生了一些事情，让一些见义勇为的

英雄流血又流泪，导致了一些市民

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不敢伸出援

手。

在采访时，记者对于“该”与“不

该”的预期比例是各占一半，然而采

访的结果出乎记者的意料。被采访

的市民中，有些是工薪阶层，有些是

学生，还有些是企业老板，绝大部分

的市民认为这不是“该”“不该”的问

题，是“必须”的问题，没有理由袖手

旁观。

就像记者与李虎交谈中，他从

来没有把“扶摔倒的老人”视作为一

件冒风险的事情。他说开出租车 7

年以来，遇到别人需要帮助，都会上

前帮一把，从来没有遇到被讹诈的

事情，社会上没有良知的人毕竟占

少数。

永康最美 90 后女医生为救落水

者纵身一跃；公交司机背八旬老人

过马路，乘客点赞；身怀六甲的女护

士半跪在地救助患者⋯⋯这些正能

量一直在传递。虽可能会有少数害

群之马，但这并不会磨灭我们心中

的善良。

不是“该”“不该”，是“必须”

胡振康夫妇向李虎表达谢意胡振康夫妇向李虎表达谢意

市民有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