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2015年6月5日 星期五 统筹：安学军 编辑：黄波涛 美编：王艳 校对：明镜

“你做得好，你干脆卖
给火车站得了。”赵显达的
老伴韩女士说，每次他做了
好事回家都要给她“显摆”，
她就拿这话逗他，“他觉得
这样活着充实，乐意干，那
我就全力支持他呗。”

怕老伴上班出门堵
车，韩女士每天早上 5 点
多就起床，给他做早餐。
中餐、晚餐都是孝顺的儿
媳妇做的。

说起赵显达的工作，
韩女士很心疼。他上的是
两班制，上午班，早上 7 点
出门，下午两三点回来；下
午班，下午 1 点出门，晚上
七八点才回来。

今年5月2日，在家的
赵显达突然问韩女士“142
加 20 等于多少”，还说他
不会算了，家人意识到不

妙 ，赶 紧 把 他 送 到 了 医
院。做了脑部 CT，虽然没
太大问题，但医生劝告他
不能太激动。

采访中，居民说，赵显
达一直热心于志愿服务，
不仅参加了车站“学雷锋”
服务队，还当过楼院长、调
解员、协管员，都是不计报
酬的义务服务。

“我孙子写作文还夸他
‘我爷爷是个活雷锋’呢！”
韩女士不无骄傲地说。

赵显达 15 年如一天
的服务换来了很多旅客的
赞扬，20 多年来“老年雷
锋团”收到的 250 多封感
谢信中，有 40 封都是感谢
赵显达的。

“ 小 车 不 倒 只 管 推
啊 ，我 能 干 多 久 就 干 多
久！”赵显达说。

“只要我这个小车不倒，
我就只管往前推。”78
岁的郑州“老年雷锋团”
团员赵显达说，他坚持
助人就是“为了给河南
增添自己的一笔色彩”。
“你做得好，你做你的事
业去吧，要不干脆卖给
火车站得了……”说起
赵显达的“工作”，他的
老伴韩女士笑了，说这
可不是埋怨他，而是真
的在夸他。
其实不光老伴支持他，
儿子、儿媳、孙子们都支
持他，常帮他裁纸做指
路条，孙子还写作文夸
爷爷是个“活雷锋”。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李钟鸣/文
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图

昨天，赵显达又在“红房子”
忙开了。其实他刚出院不久，一
旁的老伴不时提醒他“少说话”，
但赵显达回答起旅客的询问便滔
滔不绝。

被现任“老年雷锋团”团长姚
淑英称为“台柱子”的赵显达，
1937 年出生在黑龙江，说起话来
满口的东北味。

“我52岁调到郑州站，助理值
班员，很平凡，可是我耐得住，很喜
欢。”赵显达这么评价自己的工作。

2000 年，退休后的赵显达听
说火车站很多离退休老年人都加
入了“关工委志愿服务队”，义务
在火车站为旅客服务，赵显达找
到了当时该组织的“领导”左春
秀，“我要报名”。

赵显达为旅客服务，最多的
就是指路，去哪儿坐几路公交车，
他都能做到“问一答五”。

为何有现在的“指路水平”？
赵显达说，这和他一次错误指路
有关。

有一天，一名女子说要去西
广场，“我说你去一马路坐 201 路
公交车到西广场，可随后我才知
那天这路车临时改线，不走一马
路了”。

赵显达一路小跑到一马路公
交站台，没见那名女子，他又跑到
大同路还是没看见，“现在想起
来，我还觉得跟吃个苍蝇似的，特

别内疚”。
“指错了路，让人家觉得我这

个河南老头子太坏了，坏了河南
老人的脸面，那就太丢河南人的
脸了！”赵显达说起来仍是一脸的
哀伤。

后来，为了更好地指路，赵显
达一有空便到火车站几个公交港
湾“考察”，“发现有新增的线路，
都会坐车去体验，记住沿途多少
站点，跑一趟多长时间，回来记到
本子上”。

赵显达说，火车站周边的始
发和路过的公交车八九十趟他都

“考察”过。

去年6月25日下午5点多钟，
快下班了，一名青年过来说要回
外地老家，但身上没钱，希望得到
救助。

赵显达见男子精神恍惚，便
问他知道家里电话吗，能不能跟
家里联系一下？男子报出个电话
号码，可赵显达打过去是空号。

这时，赵显达发现男子手腕
上戴着医院病人戴的手环。于是
按照上面的住院信息，打通了医
院电话，问对方是不是丢了个病
人，医院很快确认了这是他们的

病人。
原来这名男子叫马磊，是中

铁 20 局的员工，因为事故脑部受
伤，当时处于暂时性失忆状态，不
知怎么就溜出了医院来到火车
站，他报出的电话号码是 20 多年
前他家的电话，早就是空号了。

马磊的父亲得到消息后赶到
火车站，此时他与儿子已经失联
56个小时了。

看到儿子后，马父抱着儿子
痛哭，然后拿出 1000 元要感谢赵
显达被婉拒。

去年 8 月 14 日，热心
旅客捡来一个挎包交给了
在“红房子”值班的赵显
达，他和几名“老年雷锋
团”团员一看，是个空包，
里面只有一张新农合的医
保卡和一张两万元的住院
押金条。

团员们判断，很可能
是小偷偷了包后把里面
东西拿走，随手将挎包丢
弃了，挎包的主人很可能
都离开了郑州，大家一筹

莫展。
“这个两万元住院押

金条多重要呀，没这个押
金条，万一医院结算时不
认怎么办？”赵显达认为失
主是来郑州看病的，可能
还在郑州，便照着押金条
上医院的电话打过去，结
果发现押金条失主确实还
在医院。

下了班的赵显达直奔
那家医院，找到病人家属，
将挎包送归原主。

“台柱子”本是黑龙江人，来河南一干26年

指错路一次，一直内疚，“感觉跟吃个苍蝇似的”

老伴常开他玩笑“你卖给火车站了”

没有人咨询的时候，赵显达在小纸片上写常用的几个公
交线路乘坐提示，这样有人咨询时就提高了效率。

赵显达在志愿服务站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