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记者 吕笑佩 池欣桦） 近

日，我市一家开了 18 年的面馆为环卫工送

早餐一事上了微博热搜。这家叫西厢记的

面馆坐落在望春小区。昨天是该面馆免费

请环卫工吃早餐的第六天。美味的饺子、可

口的羹⋯⋯环卫工们围坐数桌，快乐地吃着

眼前丰盛的免费早餐。

“我们平时主要买一些馒头、豆浆当早

饭，比较实惠也方便。”环卫工韩付亚介绍，

每天凌晨5时，他们就要奔赴工作岗位，受时

间限制，早餐往往用馒头等应付了事，像这

样大家能坐下来一起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

早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另一边，面馆业主贾建雄正忙着给环卫

工下面条、盛稀饭，并时不时出来留意环卫

工们是否吃饱。“你们都叫其他同事过来吃，

反正我说话算数，一个月免费！”面对老板的

爱心，环卫工们吃完早餐后主动收拾碗筷，

以示感谢。

一些来吃早餐的环卫工在望春小区附

近 工 作 多 年 ，与 贾 建 雄 相 处 得 像 朋 友 一

般。恰逢 18 年店庆，贾建雄便决定请环卫

工们免费吃一个月的早餐表达爱心。爱心

早餐不限量且持续时间长，当记者问是否

考虑过成本时，贾建雄摆了摆手，“他们的

工作非常辛苦。既然已经发起这个活动，

我就不会考虑成本。看到大家吃得开心，

我就很快乐。”

据了解，这不是贾建雄第一次献爱心。

十周年店庆时，他曾经以一份早餐 5 角钱的

价格回馈环卫工。当我市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时，他连夜做了上百份爱心早餐送给抗疫

工作人员，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其他物资，用

自身所长奉献爱心、回馈社会。

面馆店庆献爱心

环卫工免费吃
一月丰盛早餐

本报讯（融媒记者 徐敏 通讯员 应玲

录）“怎么搞得一身泥回来？”9 月 18 日 22

时 30 分许，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值班民警黄

江涛和辅警胡增煜刚外出执勤回来，一身邋

遢的样子引来了同事的关注。

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该所接到辖区

群众报警称，开发区南湖公园有人落水。

接警后，黄江涛、胡增煜火速赶往现场

处置。到达现场时，黄江涛发现一男子头部

朝下飘浮在距离岸边约 5 米的湖中，几乎没

有挣扎的迹象，情况十分紧急。

“快救人!”黄江涛和胡增煜见状，顾不上

脱下警服和鞋子，直接拿起岸边的救生圈就

跳进湖里。令他俩没想到的是，湖水虽不是

很深，但湖里淤泥却不浅，加上湖里种了荷

花，增加了他们的救援难度。

两人来不及多想，铆足了劲往前走，到

达落水男子身边时，发现其已经处于昏迷状

态，便赶紧将救生圈套其身上，艰难地将其

拖至岸边。在岸边群众的帮助下，落水男子

被成功救上了岸，并送往医院救治。

经了解，落水男子王某今年 29 岁，是云

南昭通人，在经济开发区一家企业上班。他

与妻子发生情感纠纷后，妻子离家出走。想

不开的他来到南湖公园轻生。在医院里，苏

醒后的王某依然有轻生的念头。为此，另一

位民警连夜赶到医院将其带回所里，进行情

绪疏导。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夫妻之间最重要

的是互相支持、相互体谅，遇事不指责。”了解

到王某想不开的症结后，民警对其进行了一

个小时的心理疏导，帮助其树立生活信心。

经过开导，王某终于放弃了轻生念头。

民警随即联系王某所在企业的负责人将他

带走，并叮嘱该负责人多多照顾王某。

轻生男命悬一线
民辅警生死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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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是桥下镇毛古陇村（今为

龙山镇古陇村）村民，父母在我 3 岁

不到时就相继去世了，成为孤儿的我

一直跟着年迈的外婆生活。”胡新星

告诉记者，由于父母和外婆都没有给

自己上过户口，多年来，自己一直属

于“黑户”。

不幸的是，在胡新星 10 多岁时，

抚养他的外婆也因病去世了，举目无

亲的他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一度靠捡废品为生的他外出到了衢

州，这一待就是30多年。

因为没有身份证，胡新星只好在

工地上打零工。“前些年，虽然有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但我也都习惯了。可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没有身份证

让我感到寸步难行。”胡新星说。

没有户口本就没有身份证，没有

身份证就没有手机卡，也没有办法做

核酸检测，不能进入公共场所⋯⋯随

着疫情防控工作的不断深入，各地对

查验健康码、场所码以及核酸检测报

告的力度不断加大，这使得没有身份

证的胡新星感觉平静的生活被打

破了。加之随着年龄的增大，胡新星

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有些担忧，这让他

常常想起埋藏心底的那块心病。

“我不是没想过要办一张身份

证，实在是连证明我身份的东西都没

有。”胡新星无奈地说，由于年轻时受

过公安部门的处理，自己仅有一张

“释放证”，而且这张证件已经放了

30多年，不知道还能否被认可。

在外漂泊30余年 办理了第一本户口本

七旬老人想感谢这位热心民警

命途多舛 孤儿在外漂泊30多年

在朋友的帮助下，胡新星请衢州

当地的卫生院提供了纸质的核酸检

测报告，并乘坐朋友的私家车回到了

永康。

“我想着回来碰碰运气，但我心

里很忐忑，毕竟我之前犯过错误，民

警或许会帮我办理，可过程应该不会

太顺利，我也做好了被歧视和受冷遇

的准备。”回忆起刚回到家乡的心情，

胡新星充满感慨，“家乡变化很大，我

已经完全不认得了。而且我没有身

份证也无处可去，只好来到派出所说

明情况。”

令胡新星意想不到的是，派出所

民警不仅收留他在值班室休息，还主

动帮忙联系市行政服务中心户籍办

理窗口的工作人员。

第二天，胡新星前往市行政服务

中心办理户籍。而此后的经历让他

深感意外的同时，也在他的心里留下

了温馨和感动。

“没想到的是，民警不仅对我笑

脸相迎，还给我倒了开水，耐心询问

我的情况后，仔细做好记录并立马打

电话进行核实。”胡新星回忆道，“他

还一字一句帮我写好申请书，忙前忙

后地帮我准备各项材料。”

胡新星告诉记者，这位民警不仅

耐心地做好工作，还用支付宝帮他支

付了相关费用，让他很快就拿到了崭

新的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

“这还不算，他还联系民政部门的

工作人员为我安排了住宿，开车送我

过去后，叮嘱我第二天一早一定要去

附近的广场上做核酸检测，还留下了

自己的电话号码，让我有困难随时联

系他。”胡新星说，自己至今不知道这

位民警叫什么名字，只隐约记得他的

制服上写着“057404”的编号。

辗转回永 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办证

拿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证后，胡新

星买了一只手机，回到衢州做好流动

人口登记，由此生活发生了不少变

化，变得更加便利了。

“我真是非常感谢公安部门和这

位民警。”说到这里，胡新星有点激

动，“回到家乡办证那天，真的是我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我没有想到，

这件放在心里几十年的事情，终于

解决了。”

胡新星一再告诉记者，想要好好

感谢这位民警。为此，记者联系了市

公安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永柯。凑

巧 的 是 ，陈 永 柯 正 是 那 名 警 号 为

“057404”的民警。

陈永柯告诉记者，这类信息缺失

的户籍办理工作相对比较复杂，也涉

及到一些群众隐私，窗口在办理时都

会更加耐心和谨慎。

“那天，老人与我们说了很多，尽

管他的永康话不是很标准，但是这么

多年下来，仍然乡音未改，让人印象

很深刻。”陈永柯说，“资料准备得差

不多时已经到下班时间了，想到他的

核酸检测就要过期了，我们就加班为

他办好了手续。”

说起当天对老人的“特殊关照”，

陈永柯连连摆手，“这没什么好说的，

让群众跑一次就办好事，本身就是我

们应该做的。”

其实，这已不是陈永柯第一次帮

助“黑户”群众解决难题。早在 2020

年 10 月，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公安厅

厅长的王双全就在一封感谢信上作

出批示：“为陈永柯、陈明清帮助特殊

群体，真情为民点赞！”

而这，更不是陈永柯和同事们所

办理的简单几次户籍业务。自 2019

年以来，行政审批科已经为 30 多名

无户口人员落实户口问题。胡新星

老人是此类案件中的最年长者。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常人手中

一张最基本的证件，可能对他们来说

就是几十年的一个心愿。能尽我们

所能为他们实现心愿，让他们的生活

得到更多便利和实惠，是我们公安民

警义不容辞的责任。”陈永柯说。

融媒记者 胡锦

心愿已了 这位热心民警找到了

“虽然办理户口的事已过去 3 个多月，但现在想起来依旧十分开心。”近日，73 岁
的胡新星心情激动地说，他终于告别了73年的“黑户”身份，有了属于自己的户口本。

不久前，记者从一封呈送给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王成国的感谢信中，了解到了胡
新星老人的故事。他为何这么多年都没有户口？又为什么在外漂泊几十年不回家乡？带着这
些疑问，记者拨通了老人的电话。

胡新星展示领到的户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