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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
微北路幸
福 里 小

区，有一位81岁老
人叫胡振益。34
年来，他坚持每天
读报看书，了解当
下 时 事 热 点 。 平
时，他还把了解到
的 新 闻 讲 给 周 边
的人听，让更多人
开阔眼界，从中受
益。

本报讯（融媒见习记者 胡莹璐）

12 月 16 日 18 时 30 分，千喜救援队接

到派出所协助搜寻石城山被困人员的

信息：一男子于当日午饭前前往石城

山登山，后迷路山中，随身只携带了手

机，且剩余电量不多。

接到求助信息后，千喜救援队紧

急召集队员赶往石城山。当晚天空一

直飘着小雨，恰逢冷空气来袭，夜里气

温骤降到 5℃。山路陡峭崎岖。为提

高搜救效率，救援队动员30余名队员，

并制定了科学的搜救方案。

根据被困人员描述和手机定位，

千喜救援队副大队长舒勇亮初步判断

出被困人员大致方位，并让第一梯队

6 名熟悉石城山地形的队员，一直往

白龙庙方向全力搜寻。第二梯队和第

三梯队队员则搜寻排除其他可疑路

线。

19 时左右，第一梯队队员先行上

山寻人，但在主路附近找寻未果。于

是，他们兵分两路，开展地毯式搜寻。

队员们边喊边找，雨打湿了他们

的衣裳，也让山路变得湿滑，雾蒙蒙的

山中能见度还不足 10 米，搜救难度很

高。大约于 21 时，第一梯队的林虎和

陈汝望第一次隐约听到被困者的回

应，便立即与其进行微信位置共享。

但山林里定位不准确，地图上直线距

离看似近在咫尺，却是要从这个山坳

爬到那个山坳，实际距离有上千米。

为防止被困人员手机耗电过快，位置

共享功能无法一直开启，山里信号断

断续续，队员们只能靠着声音来判断

前进方向。

当被困人员被找到时，已经是 21

时 48 分。“当时他躲在树下，浑身上下

都已经湿透，冷得直发抖，但状态还

好，并未受伤。”陈汝望回忆，当时他们

所处的位置是陡峭的崖壁附近，根本

无路可走，难以想象被困者是如何“闯

入”如此绝境的。

冻了一晚上，加之肚子饿，被困者

早已腿软无力，想安全下山也极具挑

战。两名队员一前一后护住被困者缓

慢前行，一名队员跑到最前面探路，负

责拨开重重灌木、排除滑跌隐患，确保

有路可走后再折回接应。从最优路线

石塘村撤退下山，已接近17日凌晨，千

喜后勤保障队员们早已备好暖身补给

在山下等候。

登山的汗水浸湿了里衣，雨水打

湿了外衣和鞋子。有些队员为了赶着

上山都没来得及穿雨衣，下山喝到姜

汤后，他们才意识到寒冷，但安全解救

被困人员却让他们心里无比温暖。

据了解，此次被困人员姓朱，是一

名“95 后”小伙子。朱先生于 12 月 16

日中午只身前往石城山爬山游玩，从

南都禅寺出发后登顶 998 平台。听说

可以往白云山方向攀爬下山，朱先生

考虑到当时时间尚早，加之第一次爬

石城山的好奇心，于是就开始了此次

“丛林冒险”。由于对地形山路不熟

悉，朱先生发现自己不仅未能“闯关”

成功，还越走越偏，误入山林逐渐迷失

了方向。

千喜救援队温馨提示：户外爬山

有风险，千万不要去不熟悉的山野。

登山尽量结伴而往，依路而行，别走野

路，随身携带高热量食物、足够的水及

备用电源。如遇迷路和危险可以第一

时间联系千喜救援队寻求救助，千喜

救 援 队 24 小 时 公 益 救 援 热 线 ：

14757930119（360119）。

男子“丛林冒险”迷路山中

救援人员连夜搜救将其寻回

本报讯（融媒记者 施俊涛）“一包

里面大概有8粒。我到时候说明书发给

你，小孩子吃半粒，成人吃一粒。如果

不发烧就不要吃，它是不能和布洛芬混

合起来吃的，有它就不需要布洛芬了。”

连日来，这几句用药提示是热心市民徐

久惠重复最多的话，爱心药包中装的是

当下紧缺的退烧药对乙酰氨基酚片。

据了解，早前，徐久惠家中备有两

瓶 1000 粒装的对乙酰氨基酚片。当在

朋友圈看到大家亟需退烧药而又买不

到时，她就从中取出20粒给自己和家人

备用，将剩下的分装赠送。她的朋友得

知后，还送来塑封机和装药的食品袋。

这些天，徐久惠每天下班后、上班

前都在家忙着分装药品，再贴上手写的

“早日康复”暖心标签。上班时，她就带

着分装好的药去公司，方便他人取药。

一开始，徐久惠在自己的微信朋友

圈发布信息，后来加入“融媒帮”互助群

后，越来越多人联系她，每天要准备的

药包量也从第一天的 20 包增加到第三

天的30多包。

刚取到药的金先生十分感激：“我

家有两个小孩和一个老人，都比较需要

退烧药。非常感谢这样的好心人。”

说好是无偿赠药，但不少前来取药

的市民会准备小礼物，如鸭蛋、年糕、小

玩具等，认真消毒后作为“回礼”，希望

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感谢，这让徐久惠

特别感动。她也希望那些得到帮助的

人，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分装赠送退烧药

小姐姐真暖

退休后坚持每天读书看报
12 月 16 日，记者来到幸福里小

区胡振益家，刚进门口，就听见胡振益

爽朗的笑声。胡振益虽年逾八旬，但

依然精神矍铄。“快进来坐，原本只是

想反映一下订报的事情，没想到你们

还让我分享读报故事，我真是既感动

又高兴。”胡振益说。

胡振益边说边从茶几上拿出报

纸，乐呵呵地告诉记者，过去读过几年

书，认识一些字。退休前，他曾在某单

位当司机。因为单位里有阅读角，他

每天都会抽时间浏览报纸上的时政要

闻等。慢慢地，他发现自己知识面广

了，工作也越来越顺手，读报的爱好一

直保持下来。

退休后，胡振益还自费订了报纸

和书刊。“过去没什么时间看书，现在

退休了可以多看一些。”胡振益说。

“有书就看书，没书就读报，家里

一直都订《永康日报》，他最喜欢的就

是看新闻了。”胡振益的老伴告诉记

者，每天早上是他固定阅读时间，有时

还会与家里人分享阅读的内容。

“遇到不认识的字，他会查字典、

做记录，看到报纸上有用的信息，他还

剪下来珍藏。”胡振益的老伴说，在她

印象中，胡振益虽然年纪大了，视力没

有以前好，但看书读报的习惯已坚持

了34年。

34 年来，胡振益养成了良好的读

报习惯，通过报纸这一窗口，他充分感

受到当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一般

先浏览文章的标题，标题是最能体现

文章主旨的。我喜欢看报纸上写得精

辟的文字，尤其是短文章。”胡振益说。

“不出门便可知永康大小事”
“读《永康日报》让我受益匪浅，不

出门便可知永康大小事。”谈起读报的

好处，胡振益说，他兴趣爱好不广泛，

对读报情有独钟，读报开阔了他的眼

界，让他了解到国家的富强和生活的

多彩。

除了时政类的新闻报道，胡振益

也关注好人好事的报道，对不少报道

过的好人好事如数家珍。他说，报道

好了，大伙受到熏陶会继续做好好人

好事，大家的精神面貌才会越来越好。

胡振益对《永康日报》给予很高的

评价，认为比较平民化，稿件很活泼，

报道内容非常贴近百姓生活。除了读

报外，他还订买了不少的书刊来看，其

中以历史方面的书居多。通过阅读书

和报，他学到了很多中医调理知识。

有时候，他觉得报上有些文章很精彩，

就会剪下来，分享给别人。

读报，开阔了胡振益的视野和心

胸。因为报纸看得多，了解的各种新

闻多，在和老友们一块聊天的时候，胡

振益侃侃而谈，为大家解闷、开阔眼

界。有时大家一句称赞的话，会让胡

振益倍感心情愉悦。他说：“只要身体

允许，我就一直读下去。”

融媒记者 吕晓婷

本报讯（融媒见习记者 陈宏宇）

这几天，一只拉着三轮车、跟着主人赶

集的黄狗在朋友圈火了。日前，记者来

到九铃中路近距离探访这只聪明黄狗

的趣事。

暖阳下，一只棕毛狗驮着小三轮

车，戴着花环，有趣极了！它的身高和

体长跟普通金毛犬差不多，脚掌又宽又

厚实，头却有点像狐狸。狗主人叶美玲

介绍，这只黄狗名叫“聪明”，今年五岁

了。“当它还是一条狗崽时，我一说话，

它就盯着我的眼睛看，好像能听懂似

的。”回忆过往，叶美玲打开话匣子。

说话间，“聪明”拉起 10 公斤蔬菜，

稳稳当当地走了起来。叶美玲介绍，

“聪明”吃得比较杂，力气很大，25 公斤

的大米，它能轻松拉回家。它不但聪明

而且脾气温顺。在路过一家肉麦饼店

时，有个 4 岁小男孩兴奋地坐在“聪明”

的拖斗里，开始“兜风旅途”。

在叶美玲的生活里，“聪明”就像一

位得力的兄弟，帮她解决生活中的大小

问题，包括买卖废品等。

原来，叶美玲一直训练“聪明”执行

命令：坐下，掉头，握手⋯⋯如今，对于

拉三轮车运送货物、赶集甚至载人也不

在话下。叶美玲表示，今后会更加爱护

“聪明”，持续训练它，让它更加聪明。

搬运蔬菜 搭载儿童

这只狗真“聪明”

81岁老人胡振益的读报情怀
相濡以“墨”三十载 读报不觉岁月深

胡振益在品读《永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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