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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杨超群

昨天上午，公交三公司在K906路公
交车上开展寻找雷锋乘客活动。

公交三公司已将所属 K906 路车上
的 100 个特需坐席全部设定成了“雷锋
座椅”，鼓励普通乘客积极为特需乘客
让座。

凡是在车厢内有让座、维护秩序、扶

老携幼等助人举动的市民，公交车长都会
给他一份最新版“郑州公交乘车指南”。

3月里，公交三公司的青年志愿者
还将手持摄像机走上站点、走进车厢去
寻找“雷锋乘客”，记录下车厢里、站台
上乘客“学雷锋做好事”的真实场景，并
将其制作成节目，在车载电视中播放，
使“雷锋乘客”成为学雷锋活动里的真
正主角。

这张拍摄于1966年的合影照片里
有一段感人的“学雷锋”故事

赵竹亭老人拿出这张有些发旧褪色的黑白照片，坐在
客厅的凳子上看了很久。

“每到学雷锋日，我都会想起这件事，唉……一晃46年
过去了。”轻轻摸了摸照片上的裂痕，赵竹亭老人抬头看看
窗外，记忆一下子回到了1966年。 记者 常亮

赵竹亭老人今年75岁。
1966年的时候，根据石油工业部安排，在甘

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工作的他，开办了一个器材
和物资方面的“干部培训班”。

“来自全国各个油田的100多名学员参加了
培训。”那时候，赵老是培训班的书记。

培训班开班没多久，一位来自青海油田的
学员金林富在外出看电影时不小心弄丢了包，
包里装有30块钱。

包丢后，金林富一直没敢说，他担心其他学

员为自己操心。
“后来，还是有人知道了这件事。”
接下来的日子，金林富每次回到宿舍，都会

发现，床边和枕头下面，无缘无故地多出一叠用
纸包裹好的粮票、布票和钱。

“小包越来越多，最后竟有100多个。”赵竹
亭老人笑呵呵地看着照片，眼神顺着照片中一
个个人物不停游走。

后来，金林富把一个个用纸张折叠成的小
包认真清点完后，全部送到了党支部。

为退包，专门成立“侦查小组”

有的包上写着安慰的话，有的包上写着祝
福，还有一部分包什么都没写。

“得把这些东西一个个退还给人家！”赵竹
亭和金林富意见一致。

可是这些包是谁送的？
“最终，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核查送包人身

份的‘侦查小组’。”赵竹亭与几名成员一起，将

写有字的包与学员们作业放在一起，按照笔迹，
逐个核对。

费尽周折后，仍有十几个没写字的包找不
到线索。

“问谁谁不承认，最愁人的，那些核对好字
迹的包也没人要。300多块钱现金和一堆粮票、
布票，一张也退不回去。”

所有“雷锋”都在照片里
经过长时间考虑，赵竹亭想了一个办法。
他和党支部工作人员一起，把所有的粮票

和布票送到了食堂。
拿着 300 块钱现金，去照相馆请来了一位

摄影师。
“用大家的爱心钱，拍了张 100多人的大合

影，每人洗一张，留做纪念。当然，所有的‘英雄’，
都在这张照片里。”

赵竹亭面带神秘地笑了一下，他相信，无论
时隔多少年，大家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时，都会想
起这段感人的“学雷锋”故事。

至今，46 年过去了，赵竹亭老人依旧不
知道那十几个没有字迹的包都是谁的，但
他 清 晰 地 记 得 ，这 张 珍 贵 的 照 片 拍 摄 于
1966 年 7 月 30 日，那一年，是学习雷锋精神
的第四个年头。

8个80后郑州土著
拍了个很有爱的微电影
搜索《来郑州 这是个有爱的城市》
这可是“全球点击率最高视频”的郑州版
网友点评：这不就是雷锋精神吗

昨天，新浪微博里，一个关于郑州的视频被网友
们纷纷转发、评论。

视频从这里开始：男孩儿在电话里对女孩儿说，
“来郑州，嫁给我，好吗？”女孩儿答：“给我一个理由，
去完全陌生的城市。”

故事的创意来自国外一个号称“全球点击率最
高”的视频，名叫《爱在传递》。

而这个郑州版，让我们感受到的则是创作者对
郑州那份浓浓的爱。 记者 张翼飞

我们都爱郑州
上午11点，我终于和微博名为“i拍微电

影”的博友取得联系，经过争取，对方终于同
意接受私信采访。

这是一个 8 人的小团队，身份是 80 后、
自由职业者、摄影发烧友。

在线与我交流的自称“小青”，她是编剧。
在这部模仿痕迹很浓的片子里，这些年

轻人加入了自己的创意，整部片子以一对恋
人的对话为线索，诠释了创作者心中对郑州

的爱。
小青说，团队里的人都是土生土长的郑州

土著，都热爱这座城市。这是大家的第一部片
子，以后还打算拍一系列郑州公益宣传片。

他们几个人大概是2007年采风的时候认
识的，彼此志同道合，现在几乎天天在一起。

看到那个《爱在传递》的国外视频后，大
家被深深触动，萌发了拍摄一部以郑州为背
景的“微电影”的想法。

拍电影，首先要解决的是器材问题，大
伙儿把各自的“家底”都贡献了出来，扎了大
本，光一个稳定器就花了5000多元。

实际拍摄中，选景成了最大的难题。
因为片子要一气呵成，所选场景必须符

合 3个要求：1.能反映郑州特色；2.要干净整
洁；3.要人少。最好是一个路口，还不能太大。

他们找了一个星期，商城遗址在施工，
二七广场太杂乱，郑东新区街道太大。最

后，终于选定了经六路纬一路口。
片中的郑州看着很美，人少、车少，那是

因为拍摄选在了大清早。
出现的10多位演员，都是拍摄团队的亲

朋好友。
片中还有位老外，他来自摩洛哥，名叫

阿普杜勒，是团队中一男队员女同学的男朋
友，因正好来郑州玩，客串了一把，他自然的
状态被大家评为“最佳表演”。

网友大都表示支持
团队还想做得更好

拍摄完成后，大伙儿深有感触。他们觉
得我们的城市还太不成熟，比如环境杂乱、
建设无序、路边乱停车等，但是他们依然热
爱这座城市。他们现在又在拍摄一部反映
郑东新区的片子，已经进入了后期制作。小

青说：“会比较震撼。”
采访的最后，小青代表自己的团队说出

了这样的心声：我们要自己先爱这个城市，
不要总是抱怨。只有一个一个个体先做好
了，城市才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