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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上午10时，张先
生带着一面写有“品德高尚拾
金不昧”的锦旗，来到柴利慧
家。两人相见后，很快就认出
了对方。果然，他们小的时候
同在朱寨小学上学，还是一个
班的，已有30年没见面了。

更巧合的是，前来采访的
记者禹建杰，竟然也是张先生
和柴利慧的小学同班同学。
禹建杰告诉记者，他是上街电
视台的记者，当天上午接到线
索后，扛着摄像机和同事一起
到现场采访，见到双方当事人
时，他也愣住了，这两个人越看
越面熟，虽然有 30 年没见，但
小时候的轮廓还在。张先生
说：“没想到，一次拾金不昧的
好人好事，竟让我们老同学团
聚了。”

7 月 18 日，反映红色网络教
育家园的微电影《网事》，在上
街区开机。影片拍摄将进一步
提升上街区的知名度和社会影
响力，也将把上街区红色网络
教育家园建设的成功经验向全

国推广。
这部微电影由河南省影视

集团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品，共 3 部，分为校园版、社区
版和外来务工人员版。

影 片 以 几 个 不 同 的 人 物

角色为主线，全面详实地展现
了红色网络教育家园在净化
网络环境、弘扬时代正气、服
务基层群众中的作用，全面展
示上街区的人文环境和精神
风貌。微电影的广泛传播，也

将让全国更多的人了解上街，
走进上街。

为完成影片创作，上街区委
宣传部联合拍摄剧组进行了前
期筹备工作，从演员筛选、剧本
创作、跟镜头写作，前后历时一

个多月。
据悉，整个拍摄行程预计共

8 天时间，计划到 8 月中旬全部
完成。
上街播报 李显文
通讯员 黄静娴

红色网络教育家园微电影《网事》上街开拍

“我在马路边，捡到1万元”
采访记者、失主、拾金不昧者，3人竟是小学同学
家住上街区的张先生，把领取的5.8万元工程款，放在一个手提袋中让14岁的儿子带回家。
不料，儿子将袋中的一捆钞票甩丢。两天后，民警带着1万元钱到工地找失主，张先生发现，
拾金不昧的好心人竟然是自己分别了30年的小学同学。而前去采访的记者，没想到也是张
先生小学同班同学，拾金不昧最后促成同学相聚。 上街播报 李显文

《郑州晚报·上街播报》宣

7 月 13 日上午 10 时，失主
张寅卯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事
情经过：他在上街区工业路办
事处朱寨村工地干活，7 月 6
日下午 4 时许，他从会计那里
领取了 5.8 万元的工程款，怕
放在工地不安全，就把 5 沓捆
扎着的万元现金和 8000 元散

钱，装在一个手提袋中，让随
其到工地玩耍的 14 岁儿子先
送回家。

“儿子走路不稳当，一路上
蹦蹦跳跳的，手里提的袋子也
是乱甩一气，半路上有一捆钱
从袋子里掉出来，孩子一点都
没发觉。”

两天后的下午 3 点，张先
生正在干活，工业路派出所一
名姓吴的所长带着民警来到
工地财务室。吴所长拿出一
捆百元钞票，找到张先生。

吴所长告诉张先生，7 月
6 日下午，一名叫柴利慧的市
民，在路上捡到了 1 捆现金。
因一时找不到失主，就把钱
交到了派出所。民警看到这

捆钱的扎带上，盖有银行工
作人员的印章，到周边银行
查找后，得知这捆钱是被朱
寨村施工工地的财务人员领
走的，随后便找到了工地。

“ 我 的 一 个 小 学 同 班 同
学，名字也叫柴利慧，当时听
说捡钱的人叫柴利慧，觉得耳
熟，却不敢确定两个柴利慧是
同一个人。”

拾金不昧来还钱，恰遇失主是同学

让孩子带钱回家，路途丢失

家住上街淮阳路08小区的
刘钢，是一位旧书收藏爱好者，
家里存着 4000~5000 本泛黄的
书籍，字典、毛主席语录、连环
画、小人书等，种类齐全。不过
刘钢说他最为自豪的，是收藏的
1975 年~1977 年的青年学生档
案和花名册，花名册上记录了当
时约1000名知青的姓名、年龄、
籍贯、下乡时间、家属关系等，
308 份档案则记录的是知青的
入团入党书、体检单等信息。刘
钢说：“我喜欢历史类的书籍，所
以看到一些年代久远的书籍就
喜欢买回家收藏，平时没事在家

就看看。收藏至今有 14 年了，
几千本书大多是我在旧货市场
或者古玩市场淘回来的。”

今年 6 月，刘钢和郑州市
档案馆取得联系，将他自己收
藏 的 308 份 知 青 档 案 和 6 本
1000名知青花名册捐给了郑州
市档案馆。刘钢说：“这些档
案很珍贵，如果留在家里的话
可能保存不当容易毁坏，而且
我也想让这些资料能够得到
它应有的价值，如果有人想要
找寻自己的档案可以和郑州
市档案馆取得联系。”
上街播报 李显文 文/图

1975年~1977年的知青
热心人捐出308份档案、1000人花名册，看看有你的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