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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 11 月 16 日下午 4 时

许，市体育馆游泳馆附近的河道

边，隐隐传来“有人落水、快来人

呐”的呼救声。家住附近的曹豪杰

听到呼喊声后，本能地冲出了家

门。一旁的妻子则赶忙找出家里

的救生圈，紧随其后。

曹豪杰赶到现场时，溺水者仅

剩半张脸露出水面，已没有任何挣

扎的动作，正缓缓沉入水中，对于

周围群众抛来的救生圈、伸来的竹

竿等救助措施，也无任何反应。

“只能下水救了。”没有犹豫和

思考，略懂水性的曹豪杰来不及脱

去衣裤，便跳下水游向溺水者。搂

住溺水者的一刹那，曹豪杰才发

现，溺水者是一名体型微胖的老太

太。曹豪杰一手环抱老太太的脖

子，一手用力划水，全力将人拉回

到岸边。在大家的努力下，老太太

被抬至一处平坦地面。此时，老太

太面色苍白、嘴唇青紫，呼之不应，

呼吸和心跳都已经停止。

“我是医生！我来给老人做心

肺复苏！”从水里出来的曹豪杰冻

得打了个寒颤，来不及换衣服的他

赶忙跪到了老太太的身旁，对她进

行施救：清理口鼻腔分泌物、实施

心肺复苏⋯⋯

好在施救及时、专业，一个循

环后，老太太吐出了肺里的水，胸

廓有了起伏，心跳恢复。意识虽

尚未完全清醒，但她已经脱离生

命危险。这时，一名好心的邻居

从家里抬来了干净的棉被，为其

保温。

松了一口气的曹豪杰这才意

识到脚踝上传来一丝疼痛，原来，

就在救人过程中，他的脚被河道

边的铁丝网划破了几道口子。没

多久，现场群众所联系的 120 救护

车赶到了。在大家的帮助下，老

太太被抬上救护车，由医护人员

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

这几天，曹豪杰正常上下班，

并未对外宣扬此事。直到获救的

老人出院回家休养，家属才辗转通

过 派 出 所 联 系 到 市 一 医 表 示 感

谢。对此，他表示：“医生本就是救

死扶伤，这是我应该做的。”

融媒记者 程明星 通讯员 郎璐

近日，市公安局古山派出所接

到热心群众报警，称有一男子躺在

路边，请求救助。

接警后，民警徐炅奇和出警组

队员迅速响应，赶往古山镇青后叶

村王南山自然村。抵达现场时，只

见男子趴在一个麻袋上面。

民警第一时间确认男子的身

体状况，发现男子并无大碍，便将

他扶至一旁台阶上坐好。面对焦

急又无助的男子，民警一边耐心

安抚其情绪，一边仔细询问相关

线索。

然而，男子言语含糊不清，身

上也没有身份证明，一时无法提供

有效信息。听男子的口音，民警判

断他是附近的村民，于是询问起了

围观村民。不一会儿，有人表示认

识这名男子，并告知民警，男子的

家庭住址就在附近。

据了解，男子姓王，本地人，今

年55岁，无妻子儿女，一个人住，精

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当天上午 10

时许，他拿着麻袋出门捡废品，在

距离家大约 400 米处，突然觉得脑

袋晕沉，就原地趴在麻袋上休息，

被经过的路人发现并报了警。

随后，民警搀扶男子送其回

家，途中还联系上了他的弟媳程女

士。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程女士

赶到了男子的家中，看到男子安然

无恙后，连声道谢。临行前，民警

叮嘱男子的亲属，要加强对男子的

日常看护，避免再次出现意外。

融媒记者 童鹏翔

男子头晕睡路边 民警暖心救助

跳水救人后又紧急施救

豪杰医生做了件豪杰事

往事并不如烟
亲情依旧炽热

60年前的知青
“回家”了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涵英）“他们回

来，我们都很开心，说明他们没有忘记新店

村。”石柱镇新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哲东感慨地说。

近日，新店村村口热闹非凡，洋鼓队整

齐排列，一群的特殊“客人”——60 年前在

这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家”了。知

青们刚下车，就被热情的村民团团围住，大

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此次回来的28名知青，是1964年分配

到新店村的。初到时，大家都是 20 岁左右

的青年，他们在生产队与村民们并肩劳作，

历经了岁月的艰辛与磨砺。如今，心怀着

对“第二故乡”的思念，以及对父老乡亲的

挂念，大家一起重回新店村，探望“故乡”与

“亲人”，重温这份难以割舍的亲情。

茶话会上，知青、村民、村干部共聚一

堂，一起回忆着当年的种种经历和感受。

“我们是第一批下乡，刚来大家都不

懂，是村里的干部和队长带领我们怎么耘

田、踩水的。”

“我是 1964 年下乡的，当时 70 多个人

一起睡在大祠堂。”

⋯⋯

往事并不如烟，过往的经历却在这一

刻变得格外清晰，现场气氛热烈而感人。

“忘不了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更不会忘

记村民们在艰苦岁月里给我们的帮助。”作

为这次知青返乡活动的发起者之一谢高岗

说，从下乡 30 周年起，每隔 10 年大家都会

聚一次，这次是60周年纪念活动。

此外，知青们还精心准备了节目，未能

到场的知青也通过录屏的方式演唱了歌

曲，传递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深思念。

随后，知青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探寻

乡村变化。

“变化真的太大了，溪两边建了这么多

新房，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知青吴

惠贞感慨万分，“与乡亲们聊起家常，就好

像回到了过去。”

浙江有礼 益满丽州

本报讯（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

卓一） 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市

百 岁 以 上 的 老 人 共 有 71 位 ，其 中

年 龄 最 大 的 是 1919 年 出 生 ，今 年

106 岁的徐伦奎。近日，记者前往

江南街道双锦村，拜访了这位百岁

老人。

“ 这 张 合 影 是 在 胡 公 祠 前 拍

的。”记者来到徐伦奎家里时，他正和

大儿子徐阳光一起翻看以前出游的

照片。徐伦奎介绍，其有一女四子，

五代同堂，今年农历八月，一家 40 多

人聚在一起给他过生日。

徐 伦 奎 平 时 和 二 儿 子 住 在 一

起，其他子女则经常过来陪他。“老

人生活基本上能自理，现在都是弟

弟在照料。”徐阳光说，父亲生活作

息规律、饮食清淡，平时喜欢在家里

看电视，偶尔也会出去走走。

谈到老人长寿的秘诀，徐阳光

表示除了家族可能有的长寿基因

外，家庭氛围好也有很大关系。“弟

弟和弟媳把父亲照顾得很好，老人

想要什么东西，兄弟姐妹们都会给

他买。”

徐阳光还告诉记者，因为父亲

一直想再去一次方岩，他们计划带

他重游五峰书院、岩下老街等地，满

足老人的心愿。

我市最高龄老人徐伦奎分享长寿秘诀

作息规律 饮食清淡 家庭和睦

徐伦奎（右）与大儿子徐阳光

小侬细囡
一起来上课

永康方言走进青年夜校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涵英）“男生叫

小侬、女生叫细囡⋯⋯”近日晚，一堂别开

生面的永康方言课在市党群服务中心活动

室开课。

课堂上，市融媒体中心主播陈钧湘运

用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为学员们系统讲

解了永康方言的发音规律、基础词汇和日

常用语。学员们仔细聆听讲解，积极跟读

练习发音，并尝试用永康方言进行简单的

对话，气氛热烈而活跃。学员们纷纷表示，

这样的学习方式既有趣又实用，能让他们

在短时间内掌握永康方言的基本技巧。

“我在街道工作，日常工作中经常需要

和村民交流，因此过来学习。”学员胡志恒

是磐安人，他表示课程很实用。

据悉，这是我市首次开设永康方言课

堂，一期共开设4次课程，吸引了25名学员

报名参加，其中外地青年占四分之三左

右。这一举措不仅为青年们提供了一个学

习新语言、拓宽视野的平台，更是对永康方

言的有力传承和保护。

“在日常调研走访中，我们发现有一些

外地青年来永康定居后，对永康方言不够

熟悉，在工作对接和日常生活中都存在一

些困难。”团市委办公室干部俞快说，他们

主动对接青年的需求，开设了本次的永康

方言青年课堂。

“感谢您见
义勇为，救了我
们母亲。”近日，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
门诊上演了暖心的一幕，
市民吕淑春携姐妹将一
面写着“见义勇为 医者
仁心”锦旗和一束鲜花交
到了主任医生曹豪杰手
中。握着曹豪杰的手，吕
淑春等人逐渐红了眼眶，
再次哽咽着说：“曹医生，
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
恩人。”

溺水老人家属向曹豪杰（左二）赠送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