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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顾客就餐时突然晕厥 邻桌客人帮助做心肺复苏

35秒教科书式急救 他转危为安

□融媒记者 马忆玲

近日，一家暖心的包子铺在永康人的朋

友圈意外走红，这缘于一张“免费吃饭”的爱

心告示单。告示正文写着：“若您在永康没有

收入、遇到困难，您可以来小店，告诉本店人

员，来份‘单人套餐’，吃完直接走就好，不必

客气！在以后您有了能力的日子里，记得帮

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谢谢！”右下角的

落款是：阿武。

12 日早上 7 时，记者来到位于江南街道

金龙路的这家“府上包”包子铺，见到了传说

中的“阿武”⋯⋯

爱心人士雪中送炭
引发这场爱心接力

“阿武”全名王香武，是这家包子铺的老

板，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今年 1 月底，包子铺正式开业的第一天，

店铺门口就贴出了这张告示。王香武说，免

费的“单人套餐”一般包括三个包子和一杯豆

浆，如果食量大，可以再多吃几个。记者了解到，

开业至今，这份“单人套餐”已帮助过10余人。

为何要向有困难的客人提供免费套餐？

王香武的想法简单真挚：“我曾在创业时遇到

过困难，当时有许多爱心人士向我伸出援

手。被人帮助时的温暖和感动，我至今难

忘。所以现在，我也想尽己所能帮助有困难

的人。虽然这包子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可吃

顿饱饭、收到善意，或许能让他们重新燃起对

生活的希望。”

2005 年，王香武从部队退役回永，在芝

英镇承包了 50 余亩农田养泥鳅。可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台风阻断了他的创业之

路，泥鳅丰产却销售无望。得知王香武的困

境后，永康本地的爱心企业纷纷找上门来，帮

助他打通了“爱心销路”。爱心人士的雪中送

炭，就此点亮了王香武心中慈善的火种，他想

自己有能力后，要把这份爱心“接力”下去。

有需要请任意自取
这一善举温暖众人

“儿子一开始决定做这件事时，我们全家

人就非常赞成。”9 时左右，顾客渐渐少了。

记者在后厨找到了正在和面的王香武的母亲

王爱珍。面对突然到访，她腼腆地笑笑：“我

一直教育阿武，要做个正能量的人，趁有能力

的时候多去帮助别人。”

有时候看到门前有残障人士经过，王香

武会主动将两个热腾腾的包子塞到对方手

里；若早上的包子没卖完，他就会拿到附近的

工地上，送给工人吃；每天，店里做豆浆留下

的豆腐渣，王香武都会装在桶里放在店门口，

让有需要的人任意自取。

包子铺的生意很好，多数是来买早餐的

常客，大家都对这温暖之举表示赞赏，有些顾

客还自发地将这张爱心告示发到朋友圈。王

松台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几乎每天要来这里

吃早饭。他说：“早饭在哪里吃都是吃，不如

到有爱的店铺去消费。”

“许多人特地赶过来吃我家的包子，支持

我，让我非常感动。”王香武说，只要我这家包

子铺还在，这张“免费吃饭”的告示单就会一

直贴下去。

免费为困难者提供“单人套餐”

这个包子铺
暖了一群人

日前，一位白发老人坐在
路灯下阅读《永康日报》的短
视频在市民的微信朋友圈悄
然走红。视频中，满头银发
的老人坐在路灯下，在不借
助老花镜的情况下一字一句
地读出报纸中的文字⋯⋯这
位老人名叫沈杏秋，今年 91
岁，作为《永康日报》的忠实
读者，沈杏秋老人不仅喜欢
阅读，还喜欢收藏报纸。

16 日，记者来到沈杏秋
老人家中，聆听这位“90 后”
老太的读报故事，感悟传统媒
体之于老一辈的特殊意义。

□融媒记者 胡锦

“每天必读报纸的原因是我

想要了解天气预报，因为我年纪

大了听不到手机的声音，也不会

用你们年轻人那种手机。”沈杏

秋老人告诉记者，了解天气预报

可以让自己和老伴做好增减衣

物的准备，也便于照顾家门口的

花草和农作物。

当日，记者来到沈杏秋老人

家中时，她正在收拾厨房。尽管

今年已经 91 岁高龄，但老人家精

神矍铄，收拾完碗筷，她向记者展

示了自己收藏的一部分报纸。

第一份是今年 6 月 16 日第 9

版的“生活影像”，老人家清晰地

记得每张照片的故事，还饶有兴

趣地和记者介绍起来；第二份是

本月 11 日关于胡公文化的连版

报道，老人说自己整整坐下来看

了一个多小时才读完⋯⋯

“我最喜欢读的还是‘警界’

版面，我在里面看警察故事，也看

看那些案件里的犯罪细节。”沈杏

秋说，“看到那些细节被曝光，我

们老百姓才知道要怎样防止被

骗、怎样保护好自己。”

沈杏秋的儿子徐宇航是江南

街道溪心村党支部书记。徐宇

航告诉记者，原本是自己应该给

村民普及反诈宣传知识，可由于

母亲长期保持读报习惯，了解到

的反诈知识非常多，经常反过来

教育自己。“她常常教我们该如

何防范诈骗，成为了一家人心目

中的‘反诈宣传员’。”徐宇航笑着

说。

读报让她成为家里的“反诈宣传员”

除了是家中的“反诈宣传员”，

沈杏秋老人还因为广泛的知识面

成为了儿孙口中的“时尚达人”。

“我奶奶现在几乎不怎么出

门，但非常了解咱们永康哪里好

玩。就是因为看报纸，我们都觉

得她很‘潮’。”沈杏秋的孙女徐育

莉说，报纸上一些关于新农村建

设的报道，让老人家足不出户也

可以感受家乡的变化，让她不会

与社会脱轨，也和晚辈有了更多

沟通和交流的话题。

说起老人家的与时俱进，前

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我对女儿的学习比较严格，

有一次孩子晚上在写作业，我妈

就过来告诉我，现在我们永康的学

校都提倡‘双减’了，不建议孩子把

作业带回家。”沈杏秋的女儿徐春

涵说，91岁的老母亲还拿出了相

关报道，自己看后觉得自愧不如。

的确，对于很多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和互联网的老年人而言，

报纸一直是他们重要的信息来源

和精神食粮。在我市，还有许许

多多像沈杏秋一样的老年人，他

们受制于个人身体条件等因素，

无法感受新媒体带来的高效传播

和便利，他们是传统媒体最忠实

的受众。同时，他们也在书香浸

润中守护着一份岁月的静好，感

受着时代发展的脉搏。

足不出户却是儿孙眼中的“时尚达人”

听不见手机声音 每天必读《永康日报》

九旬“潮”老太喜欢看新闻故事

□融媒记者 胡锦

“大概有近两米的距离，他绕

过餐桌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把抓

住了快要倒地的人⋯⋯”17 日，回

忆起当天在自家店里发生的事，店

主治渊还是觉得非常惊险，“后来

看看，真是相差一秒钟都不行！”

事情发生在 14 日中午 12 时

多，治渊和往常一样在店里工作，

他的店位于总部中心，由于这天是

周日，所以客人要比往常少很多。

“我听到有人喊了一声，然后

一个黑色身影一下子从一张餐桌

到另一张餐桌边，一把扶住了正在

往后仰的人。然后那人和同伴开

始给对方拍背顺气，紧接着又将

他放平开始做心肺复苏。”治渊

说，这样的情况自己也是头一次遇

到，当时店里客人不多，但大伙都

顾不上询问，就默契地加入到施救

队伍中了。

治渊口中的这个黑色身影，实

际上就是当天救人的市民黄先生。

记者从店里的视频监控中看

到，当天中午 12 时 08 分，坐在窗

边餐桌的男子开始出现不适，身体

开始往后仰，几乎在快要从椅子上

摔倒坠地的那一刻，邻桌的黄先生

和同伴立马冲上去拉住了他，然后

开始了施救。期间，黄先生还掏出

手机想要拨打急救电话，从视频

上看，黄先生一边打电话一边看着

出事男子，动作非常紧凑，又立马

对晕厥男子展开心肺复苏，经过大

约 35 秒钟的急救后，该男子的情

况开始好转。众人在原地等待了

15 分钟左右，该男子被救护车送

往医院。

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基本平

稳，正在做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记者联系上了这位热心市民

黄先生，他表示当时只看到对方

脸色越来越差，顾不上太多就开

始施救了。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大

家都会去做的事情，不愿意透露真

实姓名。

“周边的市民都非常热心，是

大家的默契配合挽救了一条生

命。”黄先生还特别告诉记者，救护

车走后，正当他准备坐下来吃完面

条时，店主还贴心地给他换上了一

碗热气腾腾的新面条，这让他感到

非常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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