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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50多万元
组建志愿消防队
四川一男子200多万元买消防器材
扑灭53起大火

在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广纳镇佛驹山村，大家都知道“冯傻儿”冯霖。虽然大家叫他
“冯傻儿”，但对他尊敬有加。6年前，他卖掉值钱的家当，筹建了巴中市第一支志愿消防
队。自费 200 多万元，买消防水罐车、应急发电车、抢险救援车等消防器材。为此，还背负
了50多万元债务，所以大家都叫他“冯傻儿”。

▲志愿消防队队员在抢险救灾。

退伍后自费200多万元组建志愿消防队
冯霖初中毕业后入伍当兵，在部队

当了两年汽车兵。2003年，因驾驶技术
娴熟，退伍的他被通江县政府专职消防
队招聘为消防车驾驶员。

“开了 5年消防车，参加救灾扑火上
百次，而农村火灾占了多半。每次看到
大火，我就想扑过去把火灭了。”冯霖坦
言，6年来的集训演练和救火实战为他积
累了丰富的消防灭火经验。
2008年 3月，冯霖毅然放弃了通江县消

防大队的工作回到老家。他把个体企业
主、村里的青壮年约在一起开了个会，将
组建志愿消防队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开
始只有三四个人参加，大家都不太理
解。”冯霖说，后来才慢慢组建起一支 12
人的农村志愿消防队伍。2009年11月9
日，巴中市第一支农村志愿消防队经民
政局、公安局批准备案后，在通江县广纳
镇佛驹山村挂牌成立。

村道边，一幢红色三层小楼在绿树

丛中分外醒目，这便是广纳镇农村志愿
消防队的大本营。底楼，静静地停放着4
台车，左边第一辆是微型水罐车，可装 3
方水，中间为一辆“红色之星”面包车，红
色车身上喷着醒目的“119农村消防”几
个大字，右边是一辆多功能应急指挥车。
建营房、购置消防车和消防器材，总共投
入了 200多万元，耗尽了冯霖的全部家
财。如今他还背负了近 50万元的债务，
其中30多万元是从朋友那借的。

扑灭大火53次 当消防志愿者是终身事业
冯霖介绍，这些年来，志愿消防队成

功扑灭大火 53起。广纳镇的消防安全
工作，在全县几十个乡镇中首屈一指，老
百姓对他们赞不绝口。他们的故事被媒
体广泛报道，2012年底，冯霖被公安部评
为“首届 119消防奖先进个人”（全国受
表彰56人，四川仅2人获此殊荣）。

对于志愿消防队的未来，冯霖眉头
紧锁着叹息：“难！真的很难！每出一次
警都要加油，说不定哪天可能连油都加
不起了。”队员们知道他的难处，但无人
提出散伙的问题，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能
撑多久，就跟着他撑多久”。

冯霖说，自己才 30来岁，正是干事

的年龄。如果能够得到银行支持，把最
紧要的个人借款还了，就可以缓一口气。

“做一件事容易，做十件事容易，做一辈
子就难。消防志愿者我会一直做下去，
这是我的终身事业。”冯霖说。

成都退休教师办幼儿园

12年收治800多名孤独症儿童
在成都市温江区金马镇一条名叫“五湖街”的巷子深处有一所幼儿园——“北斗星亲子苑”。这栋色

彩斑斓的建筑，从外表看与通常的幼儿园没什么不同。但镇上的居民都知道，在这所幼儿园就读的是一
群“来自星星的孩子”，即孤独症儿童。

幼儿园园长田光华已67岁。从2003年开始，田光华因为一封信决定开办一所专门招收孤独症儿童
的幼儿园。如今幼儿园已开办12年，给数百个曾濒临崩溃的家庭带来希望。

一封信萌生一个决定

2003年，在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工
作30多年的田光华退休后，决定开办一
所幼儿园，主要招收孤独症儿童。

田光华第一次接触孤独症儿童是在
1999年。当时，成都市教育局转来一封
信，是几位孤独症儿童家长写的，希望政
府能帮助他们的孩子，为其提供合适的
学习场所。时任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校
长的田光华决定，从10多个报名的家庭
中招收4个孤独症儿童，“怎么教孤独症
儿童我们一点把握也没有，不敢贸然招
太多。”

随后 4年，田光华对孤独症有了更
进一步了解和研究，4个孩子也进步不
少。2003年，田光华参加一个关于孤独
症治疗的培训会，许多家长表示，希望获
得她的帮助。

看到家长们愁苦的脸庞，田光华内
心挣扎，想让家长把孩子送到成都市特
殊教育学校，“但毕竟这是一所公立学

校，而孤独症的治疗很特殊，更多时候需
要老师一对一教学。”

最终，田光华选择继续“上岗”，租下
金马镇上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开办“北斗
星亲子苑”，这是当时省内第一家专门招
收孤独症儿童的幼儿园。
几度动摇 最终还是坚持下来

12年过去，“北斗星亲子苑”共收治
800多名孤独症儿童。但最开始的几年
十分艰难，田光华曾几度想过放弃。

首先是经费短缺。田光华跟几位友
人凑了 10 万元，成都市教育局给 10 万
元，勉强凑够启动资金。田光华把家里
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搬到幼儿园。
因为没有足够经费购买教学用具，田光
华到处收集别人不要的玩具，跑到各大
超市收集宣传画，拿回来剪贴成册，让孩
子学习认识身边各种食物。

2003 年，老师的工资发不出，老伴
把自己的退休工资拿出来应急才渡过难
关。招来的老师说走就走，也让田光华

很受挫，但她坚持了下来，不上课时到处
走访医院、上网查询资料、参加各种培训
会。12年来，她逐渐摸索出一套办法，
培养了一支较为稳定的教师队伍。

尽管困难很多，但田光华信心满
满。有一年，田光华去北京参加培训，在
当地一家孤独症收治机构遇见两个从四
川来治病的家庭。“四川找不到这样的机
构，为了孩子好，我们辛苦点不算什么。”
田光华下定决心，为了这些家庭，自己应
该坚持。

更大的动力，是看着孩子们能够通
过康复治疗，一点点进步。一个从新都
来的孩子，最开始入园时情绪焦躁，到处
乱跑，不跟任何人沟通。一年后，这个孩
子逐渐学会说话，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
就读。

虽然已67岁，田光华仍然每天坚守
在“北斗星亲子苑”。她说：“没有找到合
适的接班人前，我不放心离开。”

陕西临渭交警暴雨中赤脚执勤
市民网友纷纷点赞

23 日晚 6 时许，渭南城区突降暴
雨。由于这场暴雨比较急促，造成渭南
城区多个路段积水，渭南主城区东片区
部分街道出现大面积拥堵，道路交通压
力骤然增大。

面对突如其来的考验，渭南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临渭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
急预案，除城外中队，城区中队及机关民
警几乎全部上路，冒雨疏导执勤。

23日晚10时许，网友“迂回曲折”以

“渭南最美女交警——一场暴雨冲出了
一位女汉子”为题，发表了一名女交警在
大雨中为市民推车的组图。网友“迂回
曲折”在发帖中称，“在我们找地方避雨
时，交警们都往雨里冲，看着来不及穿雨
衣的交警，雨水已将他们全身湿透，看着
都心疼……”经记者核实，网友说的“女
汉子”是临渭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白阳。

“雨下的特别急，有好几个推着电动
车的市民被困在十字路口。”白阳回忆

说，当时也没有多想，便与市民一起过去
帮忙。后又来了几个同事，用警车将困
在水中的老人、小孩等人护送回家。

“雨来得太急了，好多交警都没有雨
靴光着脚在疏导交通！”“好辛苦，一定要
给他们点个赞！”……23日当晚，不少网
友通过微信、微博等，对交警冒雨执勤纷
纷点赞。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波兰运动员弄丢奖牌
北京警方1小时找回

24日，记者从北京朝阳警方获悉，凌晨2时许接到
报警称，北京田径世锦赛一运动员奖牌遗失。警方迅
速出警，仅用一小时就助其成功找回奖牌。

24日凌晨 2时许，北京朝阳分局亚运村派出所值
班民警接到报警称，世锦赛一波兰籍选手在路上不慎
将奖牌遗失。朝阳警方接警后，迅速组织警力开展工
作。 经了解，报警人王先生是波兰团队翻译，称一名
波兰籍运动员将奖牌不慎丢失。

通过民警核实，这名丢失奖牌的运动员于 23日参
赛获奖后，与朋友一同前往东城区金宝街一餐厅用餐，
庆祝活动结束后，打车返回酒店，下车时将奖牌遗落在
出租车上。

随后，亚运村派出所副所长蒋伟部署民警，迅速查
找这名运动员乘坐的出租汽车。民警通过调取大量的
监控，最终找到了这辆出租汽车，并与司机取得了联
系。通过沟通，司机答应将奖牌送至酒店。1个小时
后，出租司机李师傅将这名运动员遗落在车后座上的
奖牌送到酒店，民警交还给了这名运动员。

接过奖牌后，这名运动员非常激动，一再对民警表
示感谢。从接到报警，到找回这枚意义重大的奖牌，警
方仅仅用了1个小时。

男子伤人后逃跑
孪生弟弟6次被误抓

4年前，安徽淮南田家庵区一市民被一群恶徒打成
重伤，参与打人的嫌犯均已落网，唯独首犯胡某在逃，
当地警方在追逃期间，6次抓人又 6次放人，原来每次
都误抓了与之长相极为相似的孪生弟弟。18日，胡某
终于被抓获归案。

4年来，淮南警方对胡某至少实施 6次抓捕，由于
胡某与其孪生弟弟身形相仿，五官极其相似，不是其家
人很难辨别出来，加之两人还互用身份证，因此警方每
次抓人后，都要经过仔细辨认才能确认是哥哥还是弟
弟，

警方仔细研判，走访群众，比对嫌疑人手机里的照
片发现，兄弟俩面部都有一颗明显的黑痣，但胡某的在
嘴唇右上角，其弟弟的在下巴的左下角，且哥哥右臂上
有一条黑色龙形纹身，弟弟没有纹身。另外胡某的女
友有一辆白色轿车。

18日晚上，淮南潘集公安分局接线报，该白色轿车
在市区一家浴室前出现，民警立即着便装进入浴室侦
查，当嫌疑人脱掉上衣准备洗澡时，右臂上的纹身显露
出来，确认身份后，便衣民警向抓捕组发出暗号，抓捕
组立即上前将胡某抓获。

洛阳八旬老人
为官兵制作鞋垫30年

每年，一些地方部队的士兵都会收到来自河南洛
阳的手工鞋垫，而鞋垫的制作人正是如今已 85岁高龄
的老人杨瑞芝。每天给战士们制作手工鞋垫，攒到一
定数量后寄送到部队，杨瑞芝已默默坚持了 30年，期
间，除了子女知晓，她不曾主动告诉任何人。老人还让
女儿参与进来一起做鞋垫，称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25日，记者来到洛阳涧西区长二社区，见到了杨瑞
芝。走进老人家中，随处可见制作手工鞋垫用的布头、
针线等工具，阳台是老人的“鞋垫工作室”，缝纫机占据
大部分空间。制作鞋垫成为杨瑞芝茶余饭后的最大兴
趣。虽然随着年纪增大，杨瑞芝的眼睛有些花，但凭着
感觉穿针引线依旧快速利索。

“我从小便崇拜军人，正是有了这些战士的浴血奋
战，才换来如今的安稳日子。我没有机会去当兵，不过
后来女儿参了军，完成了我的心愿。”杨瑞芝说，正是女
儿到部队当兵，才有了他和部队战士们 30年来用鞋垫
维系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