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邓腊秀 美编董超 校对张纯 城事·社会07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近日，一男子全网寻找救命恩人！咋回事？10月
24日，记者为你揭秘背后故事。

江滩踩水不慎滑落水中
3人合力将他托上岸

10月14日15时30分左右，从上海来武汉旅游的
王先生在汉口江滩大舞台附近游玩时，不慎落水。

回忆起当时一幕，王先生仍心有余悸：“那天长江
边水位很低，江水比海滩看起来更平静，当时突然想
下去踩踩水。在水下走了几步后，突然遇到一个陡
坡，脚下一滑我整个人瞬间被淹没了，水位至少有两
米深。”

溺水后，不会游泳的王先生不停地在水中挣扎，
离岸边越来越远，当他挣扎着将头露出水面呼救一声
后，又沉入水中，渐渐失去意识……

听到王先生的呼救声，岸上3位男子立刻脱下外
套，跳入江水中救人，还有岸边群众赶紧打110、120
求助。

此时，王先生已漂离岸边近30米。3人游到他身
边时，发现王先生口吐白沫，嘴唇发紫，意识模糊。

情况紧急，施救者中的2人从水中托举起王先生，
另1人拿着游泳圈紧紧护在其身后，3人合力将王先
生救上岸。

上岸后，3位施救者几乎耗尽所有力气，双腿不停
发抖。

他们守在王先生身旁呼喊、拍打，直到王先生恢

复意识。
约3分钟后，120救护车和水警赶到现场，一起将

王先生送上救护车，3位施救者默默离开。因为救助
及时，王先生平安脱险。

2位施救者已找到
当事人急寻最后1位救命恩人

当时在江边散步的市民秦女士恰好记录下了救
人一幕。“突然听到水里有人在大声呼喊，我用手机镜
头拍下放大才发现远处有人落水了，后来有3位大哥
一起把他救上岸，一直守到他清醒才离开。”

秦女士把救人视频发到了社交媒体上，“没想到
被落水者刷到了，他说正在寻找3位救命恩人，我就把
视频发给他了”。

事后，王先生在全网发寻人视频，想找到3位施救
者，“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当面感
谢”。

10月18日，王先生从医院出院后，前往武汉王家
巷派出所说明情况，见到了施救者之一的冯先生，王
先生当场抱住他，表达了感激之情。

来自黄陂的冯先生今年30岁，是海尔集团青岛纳
晖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第一时间参与了营
救，“跳下去的时候江水真的很冷，救人的时候没有太
多想法，就是本能反应吧，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遇险
无动于衷”。

王先生全网寻人时，在微信刷到铁路公安发布的

一篇文章，找到了另一位救命恩人田警官。
田子明警官今年35岁，是北京铁路公安局石家庄

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他当时正好在武汉休假，“听见
有人喊‘救命’，我立马跑去那边救人，穿不穿警服，这
都是我应该做的”。

眼下，王先生正在继续寻找第3位施救者。这位
男子戴着眼镜（见上图右一），在视频中他冲在最前
面，上岸后拍打王先生背部，帮助其恢复意识。

从视频里看，他身材高大，有目击者告诉王先生，
这位救命恩人当天是与家人一起来江边游玩。

希望广大读者提供线索。
赵子瀹

武汉晚报讯（记者秦璟 通讯员吴迪 郭
倩）10月24日中午，停车收费员穆平从电动
车后座取出一份盒饭，走进黄鹤楼下的小
巷。拐了几道弯，他在一扇不起眼的门前站
定，拿出钥匙开门进屋。

独居老人王成（化名）因中风偏瘫，长年
躺在床上休息，此时他已经睡着。穆平把老
人餐轻轻放下，又顺手把床尾柜上的碗筷放
回厨房。他听到老人平稳的呼吸声后，轻轻
关门出屋，发动电动车去为下一户老人
送餐。

穆平告诉记者，今年3月，他接下给王成
送餐的任务。头几次敲门时，他都要在门外
等上5分钟。“老人行动不便，从卧室到大门
几步路的距离，要走半天。”他说。每次进屋
后，穆平都会看看王成家里的情况。送餐大
约一周，老人对他产生信任，便把钥匙交给
他，让他以后直接进屋。

“有时候他在家走不动路了，也给我打

电话，我几分钟就能到他家，搭把手。”穆
平说。

当天，穆平送了15份老人餐，耗时约1
小时。来到李奶奶家里时，穆平记起李奶奶
每周一、三、五都要去透析。问及为何还要
了解老人的就医状况，穆平说：“为方便送
餐，老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把餐放在约定
好的地方，不影响其他老人的送餐时间。”

穆平是今年3月成为黄鹤楼街道幸福食
堂送餐员的。他在彭刘杨路路面停车位做
了两年停车收费员。今年初听说街道户外
工作者驿站免费提供热水、微波炉、休息椅
等服务时，他到驿站休息过几次，在驿站站
长胡勇的牵线下，他成为幸福食堂的送
餐员。

黄鹤楼街道辖区内平房遍布，绝大多数
老人住在小巷内，老志愿者陈燕湘说，即使
是他也经常走错路，“穆师傅不是我们这里
的居民，他能把这些路记住，蛮不容易！”

穆平说，最开始他也不认得路，同样的
15份餐，送完起码要花一个半小时。“我第一
天走路去王成家送餐，在巷子里绕迷路了，
绕了几圈才找到路。第二天骑车去，结果因
为骑车和走路的路线不一样，又迷路了。”他
笑着说，“走了有半个多月吧，自己心里有个
路线图了，后面按照路线图固定送餐顺序。”

送餐员每次送餐都要在老人家里停留1
分钟以上，穆平就用这个时间跟老人聊聊
天。居民李永久说，他家老人很喜欢食堂的
餐食，送上门的服务也让家人感觉方便
不少。

胡勇介绍，黄鹤楼街道从2023年中开始
成立“黄小蜂”助老送餐志愿服务队，起初面
向外卖员征集志愿者。探索一段时间后发
现，为老人送餐的时间和外卖员工作高峰期
是冲突的，小巷遍布、家门难找的情况也劝
退了绝大部分人，他们因此将目光转向有午
休时间的户外工作者。当前，穆平已经成为
送餐队伍的主力，驿站通过提供志愿积分等
形式，鼓励他们参与社会治理。

变坐诊为送诊

“植物医生”上门把脉

武汉晚报讯（记者宋磊 通讯员费帆）“这盆月季您养
了多久？平时怎么浇水？”10月24日上午，几位来自洪山
广场管理处的“植物医生”来到武昌区南湖街道华锦社区
小广场，设点给居民送来的花草“看病”，开诊断开方。

“我家橘树一到春天就生小绿虫……”“多半是柑橘凤
蝶幼虫，如果不是太多，不要喷药，把有虫的叶片剪下就
行”，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植物医生”郑勇、龚吉条身穿
白大褂，外套绿马甲，认真地回答居民提出的有关花草养
护的问题。考虑到老年居民记忆力下降，他们还将花草

“症状”、诊断和养护建议认真地写在纸上，交给居民，如同
医生开具处方。

“上个月，他们建议我将烂根的芦荟去掉烂根，换盆换
土，我照着‘方子’做了，现在那盆芦荟‘活’过来了。”看到

“植物医生”，华锦社区居民罗先生满怀欣喜感激。
洪山广场管理处办公室负责人谢助全告诉记者，

2016年，洪山广场在进行“开门评园”市民问卷调查时，得
知不少市民有花草养护咨询的需求，当年便成立了一支

“植物医生”志愿服务团队，团队由5位园林专业工程师、
技师组成，他们每月的首个周五在洪山广场接待前来咨询
的市民。近年来，他们拓展服务范围，变“坐诊”为“送诊”，
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在华锦社区屋顶花园的花坛里，一簇簇鲜艳的三角梅
随风摇曳。华锦社区党委书记周林说，这片花坛曾经因养
护不佳，花草枯萎。后来“植物医生”来了，花坛恢复了生
机。看着自己牵头打造的“睦邻花园”花草繁盛，华锦花园
老红帽志愿服务队队长叶小琼充满感激：“‘植物医生’经
常为花园‘把脉问诊’，帮我们修剪枝叶、去除虫害，居民生
活空间更加生机盎然了。”

龚吉条手机中添加了500余名喜爱养花的社区居民
微信，可随时为他们解答种植疑问，“只要社区、居民有需
要，我们就上门‘送诊’”。

在长江溺水昏迷，被3位陌生人合力托上岸

男子醒来后全网寻找救命恩人

停车收费员义务为老人送餐
行动不便的老人把家门钥匙交给他

穆平成为送餐队伍主力。

“植物医生”在华锦社区现场“问诊”。 记者何晓刚 摄

救援现场（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