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人合力抓小偷

失主在路边挂牌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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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一块写着“感谢昨日
7

：

53

在这里合力捉拿窃贼的人们”的白
板，被放置在

2

号线江苏路站进站
闸机处。 稍后，由一名热心的网友

拍照发上微博后，在网络上传递着
浓浓的正能量。

原来，

2

月
27

日
7

时
53

分，

陈女士与往常一样在江苏路站准

备换乘
2

号线前往单位上班，“当
时我正在用

iPhone

手机听音乐，

突然间手机失去了声音。 ”小偷窃
得陈女士手机快速逃跑时，一热心
的乘客发现了立即提醒陈女士，缓
过神来的陈女士立即大声呼喊：

“抓贼！”慌不择路的小偷见已经败
露，从闸机钻了出去。

据地铁负责安检的工作人员
邹先生回忆，当时一些乘客指着一
个个头不高的男子叫喊了起来，

“抓小偷啊！ 就是他！ ”

围堵的群众也越来越多。 “站
内站外大概有

100

来号人吧！ ”

邹先生告诉记者。 情急之下，该
男子把刚刚偷到手的手机随手

扔在地上，企图冲出人潮往
4

号
出口方向逃去。 但是行人纷纷堵
住他的去路，一时间，小偷插翅
难飞。

此时，一个身形颇为魁梧的中
年男子一把将小偷反手扣在地上。

闻声而来的轨交民警将小偷控制
了起来，带往地铁车控室录笔录。

顺利寻回手机，让陈女士对当
时萍水相逢却挺身而出齐力抓窃
贼的乘客充满了感激，但又无法一
一言谢。 “我想感谢他们———感谢
第一个大喊的人，感谢那些听到喊
声停下脚步的人，感谢看到小偷逃
跑从后方奋力追击的人……” 陈
女士说。 （据《东方早报》）

人均花15万元
17

名中学生赴南极参加科考团
� � � �

寒假期间，华师附中
17

位中
学生远赴南极开展了为期

18

天
科学考察冬令营活动， 团费人均
15

万元。该校是广东省第一所组
织学生远赴南极科考的中学。

17

位学生多次登陆南极岛
屿、南极大陆，按照事先拟开展的
研究课题，通过测试、拍照、采样、

访谈等记录形式， 进行了各种生
动活泼的科学体验和考察活动。

在科考冬令营中， 初一年级的男
生张质源是最小的团员， 仅

12

岁。 他这次在南极科考的课题是
《南极企鹅行走模式研究》。 张质
源告诉南都记者， 他发现企鹅要
从海岸走回山顶上的巢时， 总会
先走一段冰雪路， 再走一段岩石
路，最后才回到“家”；而且如果两
只企鹅迎面走来时， 总会自动选
择右绕。 他曾经观察企鹅的最近
距离只有

1

米左右。

南极的水到底有多冷？ 高一
女生张文皓最有发言权。“有一天
科考船行驶到某个海面时， 有机
会让我们自愿纵身大海， 我就参
加了。 ”张文皓笑着说：“

15

万元
的团费， 当然要好好把握每一个
体验机会。 ”她告诉记者，船上有
8

个人选择了“游泳”，平均每个
人到海里的时间是

3

秒钟左右。

当时水温在零摄氏度， 人一被
“放”进水里，身上马上就僵硬了。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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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摔倒路人熟视无睹

仨初中女生扶起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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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骑车摔倒，路人熟视
无睹。

3

名路过的初二女学生看
到，扶起老人并将他送回家。昨天，

家住青山的昌先生专程给钢城八

中校长办公室打来感谢电话：谢谢
3

个姑娘。

这
3

名学生分别叫刘双双、王
佳仪和陈吉虹，都是初二（

3

）班的学

生。都住在建设一路“金鹤园”小区。

今年大年初一晚
8

时左右，

3

个姑娘约好到小区门口的场地上
放烟花，刚走出门口，就看到一名
60

岁左右的老人倒在一辆自行车
上，老人头还流血了。

“突然一下看到，吓了我们一
跳。”王佳仪说，当时有很多大人路
过这里，但都绕着走，没有一个人
过来问。 “我们快点把这个爷爷扶
起来吧。 ”刘双双建议，

3

个姑娘一
起上前，扶起老人。 刘双双看到老
人有手机，就拿过来拨通了一个电
话，对方是老人的一个亲戚。 听说
情况后，赶紧通知老人的儿子。

等老人明白点了，她们问：“您
住哪里啊？我们送您回去。”老人说
自己就住金鹤园里。

3

个姑娘一个
人推着老人的自行车，两个人扶着
老人，送到家里。

到家后， 老人突然又想起一件
事：我的钥匙丢了。

3

个姑娘说：“不
要慌，我们回去帮您找。 ”但找了半

天，钥匙始终没有找到。正在找钥匙
的时候，老人的儿子来了，问了她们
的学校，就回家看父亲去了。

回家后，

3

个姑娘将这件事情
讲给各自的父母听，他们都夸孩子
做得好。

一晃开学了，老人的儿子昌先
生给学校打来电话，感谢孩子们对
父亲的帮助。昌先生对记者说：“我
父亲当天晚上在亲戚家喝了酒，骑
车回家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多亏
3

个孩子的帮助，现在很多老人摔
倒了，路边的人都不敢扶。

3

个孩
子的举动，让我非常感动，她们的
精神值得弘扬。 ”

扶起老人的时候，不担心被对
方讹上吗？

3

个姑娘说：“当时没有
想那么多，只想着他是老人，摔倒
了不能这样没有人管。 ”

不过， 小丫头们还是有想法：

“当时路过的大人很多， 我们不理
解大人为什么那么冷漠。 ”

（据《武汉晚报》）

花10万元读MBA

男子毕业后街头卖冰棒
� � @

江汉风： 华中科技大学
MBA

毕业生卖冰棒———现年
45

岁的饶建新，

1994

年从沙市食品
公司下岗， 之后在荆州城老南门
外开了一家冷饮店卖冰棒。

10

多
年后，生意遇到瓶颈，他听同事的
建议，花了

10

万元、两年半时间
在华中科技大学读了个

MBA

。不
过，毕业后他仍旧回来卖冰棒。他
说，读

MBA

学到的东西对他卖冰
棒很有好处。

【记者追访】记者昨晚拨通饶
建新的电话， 他还在忙着为客户
送货：“一般都要忙到晚上

11

时
才能休息， 早上一般

6

时就开始
忙了。”对于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街头卖冰棍，他并不避讳：

“去读
MBA

不是为了就业， 也不
是为了职位和升迁， 只是想把生
意做好。 ”

从三轮车卖冰棍起家， 在卖
了

10

年冰棍之后，饶建新听说读
工商管理硕士有利于拓展经营，

便在
2004

年考取了华中科技大
学

MBA

。 一边继续在荆州卖冰
棍，一边周末到武汉上课，饶建新
在

2009

年拿到华中科大的硕士
学位证书。

周边邻居大都不知道这位卖
冰棍的中年男子是名校硕士。饶建
新对自己花费

10

万元拿到硕士证
书后继续卖冰棍的反应倒是很淡
定。 他说，自己当初去读华中科大
的

MBA

就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好工
作，仅是希望提高一下自己。

去年饶建新注册了公司继续
卖冰棍，在夫妻两人负责经营外，

现在还另外请了两个人帮忙，现
在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牢固。他说，

MBA

课堂上老师讲的案例与自
己现实中遭遇的困惑很相似，这
对自己有所帮助， 现在并不比在
外给人打工差。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他不是去读书， 是去找人脉”、

“卖冰棒确实是个很有‘钱途’的
职业！叫我拿

10

万元读个
MBA

，

老实说，我还真拿不出”、“真讽刺
啊！想读商科的人们绝望了……”

饶建新此举引发网友热议。

（据《长江日报》）

点亮别人的“心灵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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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深，她房间的灯光总会
不时亮起， 屋里的她对着电话细
语。打电话来的有

86

岁的老人，因
为儿女不孝顺很难过；有

8

岁的孩
子，因为打碎了妈妈最喜欢的花瓶
不知所措；有刚到一个城市四处碰
壁的人，甚至有对生活绝望要自杀
的人……

曹文英坚守这个电话热线
14

年了。今年
50

岁的曹文英住在
成都，出生

4

个月就患上小儿麻痹
症，与妹妹曹文君都是全身广泛性
瘫痪，几乎所有活动都需要家人协
助。 没有学校愿意接收她们，于是
姐妹俩从

7

岁起就在家人和好心
人的帮助下自学文化课程，在许多

报纸都发表过文章。很多人看到她
们的文章后给她们写信，一次有封
信中写着：“三天内收不到你们的
回信我就离开这个世界。 ”但当
姐妹俩收到这封信时，已是信寄
出一个星期后。 打电话过去询
问，写信的人已经自杀身亡。 这
件事让姐妹俩自责不已，如何能

更快回复这些信赖我们的人？ 她
们便想到在家中安装电话机。

1999

年
3

月
15

日， “生命热线”

正式开通。 姐妹俩的家庭经济很
拮据，热线开通后又多了一笔开
销，有时每月的电话费要占到全
家收入的大半。

“开通热线前，我以为我们姐
妹俩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在电
话里我遇到了一个个更不幸的人。

我总是告诉他们，世上没有绝望的
环境，只有绝望的人。 ”曹文英说，

“我希望用我的经历帮助更多的
人，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漏接一
个电话，因为这都是一个个信任的
心灵。 ”

2005

年，妹妹曹文君去世。曹
文英便开始全天

24

小时支撑热
线。

2012

年
3

月，因为身体和经济
的原因， 曹文英曾一度想关停热
线。但在好心人和慈善组织的帮助
下，最终渡过难关，如今，响了

14

年的“生命热线”依然畅通。

“如果哪天我不在了，有机构
说他们会接手热线，‘生命热线’不
会断，我现在也就没什么后顾之忧
了。 ”曹文英说。

（据新华社）

曹文英和丈夫。曹文英正在接听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