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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新闻奖赵超构新闻奖””好专栏好专栏

本报讯（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孔
姝潼） 8月3日，高
新区一名4岁男孩
病情危重，家属路

中求助一辆 271路公交车，
车长海强带着车内乘客一路狂
奔，将病童快速送进急诊室。

当日 15时 23分，271路公
交车从科学大道春藤路站向东
行驶时，路边突然冲出一名怀
抱男童的男子，旁边的一位老
人更是不顾危险拼命招手拦
车。车长海强看到路边拦车的
情况不同寻常，不顾公交车不
进站台不得停车上人的规定，
打开车门询问老人拦车原因。

“师傅，救救俺孩儿吧，孩
子快不中了。”老妇人含泪求

助，男子怀里4岁的儿子脸色惨
白，身体不断地抽搐着，胳膊也
耷拉了下来。海强确定情况紧
急，急忙招呼“快上车，送中心
医院”。

距离最近的是翠竹路瑞达
路口的郑州市中心医院高新区
分院。这次救助，海强驾驶公
交车跨线运行，已经违反了公
司规定，行驶中车辆还出现了
闯红灯、压实线等多种交通违
法行为，但他已经顾不得这些。

平时运营需要用时 20分
钟，当海强将车停在离急救中心
最近的门口时，只用了10分钟。

当日18时，海强跑完最后一
趟车又赶到医院探询孩子病情。
急救中心医生称孩子经过初步
救治，已经转院继续进行治疗。

我在郑州工作过 20 年，离
开郑州到广州也近40年了。对
郑州这个城市，我印象已不太
深了，但对那里的一些人和事
却总是魂牵梦绕，他们经常在
我的冥思苦想中，在我的梦境
中挥之不去。

河南人是朴实淳厚的，重
情重义的。我工作过的学校，
浓郁的师生情，真挚的同事情，
深厚的朋友情，历久弥新，久而
弥坚。也缘于此，退休后我还
多次回到郑州，去寻觅那些浓
浓的情愫。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腿脚
不那么利索了，去郑州探望老
朋友成为一种奢望。渐渐地
发现对身边的河南人有了很
多关注。

第一次遇见一个河南小司
机，他告诉我们，现在广州的士
80%是河南司机。好家伙，真
要接管广州的的士行业了。
他们虽然道路还不太熟，但以
优质服务受到人们的赞誉。
他开玩笑地说，听说广州遍地
都是钞票就来了。年青人嘛，
出去看看，比较比较，看什么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我们给
他点赞打call。

又一次遇见一个40多岁的
河南周口司机。听他的口音，
我们说：“你说话的口音很像我
们的一个学生朋友”。他说你
们还认识他？于是从这个学
生的成长、成才说到不幸的
结局。我们互相感叹嘘唏，
黯然告别。下车后，他还大声
说了一句：“一日为师，终身为
父。”

最近又遇到一个河南司
机，我们无话不谈非常投缘。
说起河南的卤面，我们赞不绝
口。他于是告诉我们在广州如
何做卤面。说到兴起时，他干
脆说：“如果你们愿意，我把你
们开到我的临时住处，美美地
做一份卤面给你们吃。”我们
因为要去医院，只好婉谢，说
看病不知要多长时间，希望我
们下次再相遇。这时瓢泼大雨
倾盆而下，医院门口的车龙纹
丝不动。他没叫我们下车，耐
心等候，干脆把计价器关了，
不再跳表。等了一阵，才让我
们下车。我们付给他车费，他
看也不看就随手一放。我们涉
水而过，只简单致谢后就离开
了。回家后还有诸多不舍，总
想用什么方式再感谢感谢他。

■人物介绍

刘镜芙，女。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四川大学中
文系，后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魏建功教授，攻读现
代汉语专业研究生学位（四年制）。毕业后分配至郑
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80年，调至暨南大学中文系，
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多年来，刘镜芙以《水浒传》《金瓶梅词话》为语言
素材基础，对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全方位
的描述和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为近代汉语的
研究做了有益的拓荒工作。编纂有《水浒语词词典》
（与李法白合作，周祖谟先生作序，上海辞书出版社），
该词典被多位专家评为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成果，为
今后编纂近代汉语大词典的重大支柱。与此同时，在

《中国语文》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近代汉语的词汇
语法论文。刘镜芙读研究生时撰写的论文《对现代
汉语词的多义现象的初步观察》，被收入北京大学所
编的《语言学论丛》和商务印书馆所编的《词汇学论
文汇集》。近年来，应台湾学术界之邀，撰写了有关
魏建功先生生平、学术成就以及在台湾推广国语等
多篇论文，如《我国语言学家魏建功教授》《魏建功先
生传略》等。

本报讯（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孔姝潼 通讯员 王保喜 文/图）
8月4日，面对摔倒在地的老人，
街头的热心路人纷纷伸出援
手。他们或拨打 120呼叫支援，
或供水清理伤口，或送上药品帮
助解暑，在大爱之城内演绎了新
的感人故事。

8月 4日 9时 50分，二七区
嵩山路街道巡防队员孟遂保、刘
鹏巡逻到嵩山南路与清江路口
时，发现一位老人摔倒在路口东
侧。老人因为面部摔伤血流不
止，身旁掉落一个塑料袋，几瓶药
和蔬菜也掉在了地上。路人发
现老人摔倒纷纷围上来询问。

老人姓张，今年 72岁，在亚
星城市山水小区居住。因治疗心

脏病的药没了，老人一早独自出
门去买药，还顺便到菜场买了
菜。老人在回家路上突感头晕心
跳加速摔倒在地，鼻子摔破不断
流血，连手脚也有点不听使唤了。

老人摔倒后，热心路人有的
拨打 120叫救护车，有的与老人
的家属联系，附近商店的员工拿
来了湿巾和水为老人止血清洗
面部。一位环卫工大姐还拿着
帽子不停地扇动为老人降温，并
将随身携带的藿香正气水喂服
给老人。

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对老
人进行了检查诊断，确定老人体
征平稳，其他情况需送医进一步
诊治。在场的巡防队员立即协助
医生将老人抬上了救护车。

本报讯（记者 赵璇）好久
不见、好难再见……怀旧是一
种难舍的情愫，是一种不变的
情怀。

昨日，本报编辑部接到一
个特殊的电话，一位 80多岁的
老人，身在广州，心系郑州，委
托她的学生——郑州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原院长董广安教授，
表达对郑州深深的思念和牵挂。

据了解，这位老人名叫刘
镜芙，四川人，曾在郑州大学中
文系工作 20年，1980年调往广
州暨南大学任教。郑州是她的
第二故乡。虽然离开郑州近40
年了，但刘镜芙对工作过的郑
州具有很深的情感。身在广州

的她每次遇见河南人，都感到
很亲切。现在的刘老师已 80
多岁高龄，腿脚不很灵便了。
在广州出门需要打的，刘镜芙
每遇到河南司机，都会和司机
多说几句，了解河南和郑州的
情况。

如今，刘老师手也不那么
灵活了，但为了表达对郑州的
思念，她在手机上一字字一句
句写下了自己的思念，并委托
董老师转交本报，希望在本报
发表，圆自己的思郑之梦。

这篇文字不长，也许个别
地方不那么流畅，但是，这是一
位老人远在他乡，心念故乡的
心声……

80多岁的她身在广州、牵挂郑州 想在本报寄相思

年龄大了，回郑州不易
关注身边河南人，就像郑州在身边

在广州巧遇河南司机
□刘镜芙（暨南大学退休教授）

A
☞

B
☞

七旬老人摔伤
路人有的拨打120
有的拿来解暑药……

C
☞

看见有人抱孩子拼命招手
公交车秒变急救车

刘镜芙（左）和爱人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