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去年 !"月 #"日，本报《修车工“沈捕”!#年
智擒 $"余贼》一文报道了反扒志愿者沈光亮把
抓小偷作为修车之外的“副业”，一干已经 !#

年。春节前，记者再见沈光亮时，他向记者报告
好消息：他被评为了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在最新评出的上海“平安英雄”#"名候选人中也
榜上有名。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小偷越来越
少，“天下无贼”。

边修车边!管闲事"

#月 !"日下午，暖阳照耀着延中绿地。沈光
亮戴着绒线帽，边晒太阳，边留意着过往行人。
“太遗憾了。”见面，他就蹦出这 %个字。

半小时前，他在延中绿地发现了“情况”。
“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光头男子，进进出出几
次，十分可疑。”沈光亮跟进绿地一看，里面还有
一名男子。此时，几个市民正在绿地中的休闲椅
上休息闲聊，随身挎包随手放在一边，那两名男
子眼光不时往包上瞟，一直在等机会“下手”。但
最终，他们没有找到机会，悻悻而退。沈光亮从
始至终密切观察着。“只要两名男子下手，我就
会亮明身份抓贼。”“你一个人能敌他们两个
吗？”“不怕，我一直和警方保持着联系。”但最
终，他只能“放过”了他们。

沈光亮是延中绿地附近一家以修电瓶车为
主的修车铺的店主。换个角度来看，他真是“不
务正业”。!"日上午，他也在绿地兜兜转转，看到
一名八旬老太摔伤，马上开车送她到医院。

小偷被放!最遗憾"

抓贼，沈光亮从来不怕受伤，甚至被报复，
最“遗憾”的却是“白抓了”。

!月 !"日傍晚，沈光亮在修车铺忙活时，看

到一名青年男子从店外经过，眼光四瞟，有时还
故意拍一拍路边停靠的电瓶车。肯定是小偷！他
一路跟踪至淮海中路“光明邨”对面的小弄堂
内。小偷陆续拍了四五辆电瓶车，测试有没有安
装报警器，但看车锁锁得牢，又继续寻找目标
了。在弄堂深处，他终于选中目标。沈光亮不敢
贸然靠近，在转角候了几分钟，判断时间差不多
了，突然现身。正在电瓶车前“捣鼓”的小偷被镇
住了。“不许动，你在干什么！”“我是住楼上的。”
“有本事你把楼上的人叫下来。”小偷被逼入死
角，乖乖就范。民警将小偷带走后，沈光亮从旁
边水斗下找出小偷趁隙藏起来的作案工具，螺
丝刀和撬锁工具。

但当晚，他听到令人遗憾的消息，那个小偷
因盗窃未遂被释放了。“抓个贼多么难，怎么就
放了呢！”

带动邻里齐抓贼
沈光亮的师傅是 #次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获得者、全国见义勇为模范、人称“反扒总教头”
的项全雄。项全雄主持了一个“人民广场派出所
全民英雄志愿者反扒队”，沈光亮是当仁不让的
骨干，还 #次去公安警校专门训练擒拿格斗术。
沈光亮有空就到人民广场，协助师傅反扒。他还
带动了周边很多居民，只要他吼上一声，邻居们
都会帮助他一起抓贼。最近，沈光亮还在用功，
准备考大专，已经报好名了。

谈及今年的成绩，今年以来只抓到一个贼，
遗憾吗？不会。沈光亮言语中反倒透着一点欣
喜。“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贼总是会越来越少
的。”天下无贼，这是每个反扒志愿者的心愿。

本报记者 陈浩

! ! ! !本报曾报道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
院的蒋舒文志愿者服务团队服务病友
的感人故事。近日，记者再次走访医
院，这位 &"后姑娘正带领着以她名字
命名的志愿者团队，在与医院的病友
们一起欢度春节。她说，志愿者工作已
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很自然、不
刻意”。

走进病房共贺新春
#月 !"日下午，上海市徐汇区中

心医院老年病科病区里传出阵阵欢
笑，这正是“蒋舒文团队”志愿者与病
友热情互动，共贺新春。

活动一开始，医务人员和志愿者
每人为病友送上最真挚的新春祝福。
“老人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情
舒畅是大家共同的新年愿望。”蒋舒文
说道。

接下来的“新年知识大家答”、“成
语比拼”环节，每位病友都踊跃参与，
当病友回答正确，获得象征胜利的笑
脸徽章时，老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每当我看见服务对象脸上露
出开心的笑容时，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和欣慰。”蒋舒文轻轻地说道。
“小蒋，今天表演什么节目啊？”一

看到蒋舒文，病友们脸上都笑眯眯的。
多才多艺的志愿者当然不会让病友们
失望。首先团队中的阳光男孩组成的
“大虎队”带来一首《新年快乐》，现场
立即充满了浓浓的年味；“美少女组
合”表演的《至少还有你》，表达了对病
友的关心；大学生志愿者们还深情演
绎校歌，共同回忆校园时光，给老年人
带来了青春的活力。

看着志愿者的表演，老前辈也按

捺不住，纷纷亮出绝活，一起互动。两
位李老师合作，京胡伴唱京剧选段《四
郎探母》，颇显专业功底。医务人员也
与病友一起合作演唱了《天路》和《我
的祖国》。

最后，在“蒋舒文团队”队歌———
《快乐的绿马甲》的歌声中，志愿者将
代表新春的红灯笼送到每一位病友手
中，火红的灯笼映着老人们的笑脸，现
场气氛暖意盎然。

一如既往服务病患
#月 !!日，记者再次来到徐汇区

中心医院，蒋舒文和她的团队伙伴已
经穿起了志愿者专属的绿色小马甲，
他们今天准备接受医院的年终表彰。

医院社工部的许老师告诉记者，
徐汇区中心医院康复病房中的病友以
老年人为主，大多患有脑梗、脑中风等
疾病，肢体行动不便，这种病后续的康
复治疗是特别的重要。

建立于 #""$ 年的蒋舒文团队是
上海医疗系统中最年轻的志愿者团
队，成员大多数是白领青年，专门为脑
中风病人带去亲情和关爱。这些志愿
者双休日活跃在医院里，门诊助医、病
房探访、小组游戏，帮助患者们克服心
理障碍。

在病房，一名病友这样说道：“只
要我们有困难，他们都是随叫随到。”
而在高端企业工作的王先生，因病半
身不遂，是志愿者的慰藉和疏导让他
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躺在病床上的
王先生很激动：“多亏这些孩子给我鼓
励，给我信心，这才让我渐渐走出阴
影，积极配合治疗。”如今王先生的病
情有所好转，他正在读大四的儿子王

天澄也自愿参加了蒋舒文团队。
如今对于蒋舒文来说，来到医院，

和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为病患分忧，
已成为她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必不可少
的事情。

快乐志愿感染他人
再次见到蒋舒文，她依然是那样安

安静静，轻声细语。她告诉记者，新年的
期许就是所有的服务对象身体健康，万
事如意，更希望团队中能够有更多的小
伙伴们加入进来，关心服务这些病患，
让他们能够快乐的生活和康复。

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企员工，她和
许多刚参加工作的 &"后一样，过着朝
九晚五的上班生活。由于不甘于平淡，
想为自己的生活添一抹亮色，就利用
空余时间参加了志愿者活动。
“在徐汇区中心医院的这段志愿

者经历让年轻的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
生活和人生。从中我学会了怎样去关
心别人，怎样用自己的细心和耐心去
感化别人，怎样与团队中的其他成员
共同合作。他们的期待，也是让我能够
长期服务下去的动力。”
“快乐，是一种最直接的引力。我

们从志愿服务中了解到不同的生活，
从付出中得到心灵的归属感。”蒋舒文
说，“&"后是年轻的一代，我们应该把
年轻人的欢乐和青春的活力带给需要
的人，用自己的微笑和乐观去感染和
帮助他人。每当面对那些真正需要我
们帮助的人时，我感觉到自己有更多
的使命感。为此，我和同伴们向 &"后
朋友发出倡议：行动起来吧。”

如今，在她感召下，团队成员已经
达到 #"""多人。荣获上海市志愿先进
集体，全国优秀志愿者等多项殊荣。

本报记者 陆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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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松江区洞泾镇，&"岁的蒋瑜华
多年来悉心照料着三个病患小叔子，
在婆婆和丈夫相继离世的日子里，她
并没有选择回儿女身边，而是默默地
独自看护起瘫痪在床的三弟李松年、
先后患有精神分裂的九弟李衍灏和十
一弟李衍汉。本报曾报道他们一家的
故事（详见 #"!%年 '月 !(日《叫一声
“嫂嫂”担一肩金诺》一文）。跨过这个
农历年，蒋阿婆就将迈过鲐背之年，近
日，记者带着新年的祝福再次走进老
人的家中，说起新年的期望，蒋阿婆表
示，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的，还能互相
照顾着走过余下的日子。

人在休养心有牵挂
就在一个多月前，蒋阿婆左腿不

小心扭伤，一时间无法下床，走路更要
人搀扶，无奈下，她留在徐汇区的儿子
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蒋阿婆照顾小
叔子已有 #"多年，这回几乎是与他们
分别最长的一次。因为担心他们的生
活起居，蒋阿婆休养得并不安心；而小
叔子每天打来三个问候电话，虽然并
没说什么，但她明白，“他们心里很不
踏实。”

治疗腿伤众人相助
腿伤还没有恢复，蒋阿婆还是坚

持赶在农历年前，回到了洞泾的家中。
在当地居委会的协助下，小区中两位
党员志愿者主动表示结对帮扶，有了
急难事，一通电话随叫随到。眼下，腿
伤还要继续诊治，为了给蒋阿婆挂个
“好医生”的号，志愿者每次凌晨 )时
到医院排队，上午 $时多，快要排到
时，再通知居委会用轮椅把蒋阿婆接
到医院。如此反复，这两天，她总算可
以“站起来走一走”了。聊起这些，蒋阿
婆有些激动，眼里泛起了泪花，她说，
想要感谢的人很多。

一日三餐送到家门
在洞泾敬老院的协助下，每天有

人送餐上门，家里一日的伙食有了保
障；因为申请了居家养老，每天有钟点
工上门做日常家务；每隔一周，居委会
工作人员还会集体上门来做一次卫生
大扫除，镇老年协会的人听说了这些，
也来定期探望；还有居民，经常悄悄帮
蒋阿婆买好了菜送上门。

如今，因为腿脚不便，蒋阿婆能做
的家务很少了；而由于身体原因，从前
还能在轮椅上活动的三弟李松年，也
不再能下床；在嫂嫂的指导下，十一弟
李衍汉成了家中主力。比如，由志愿者
陪同着，去区精神卫生中心探望李衍
灏，或者与志愿者一同照顾李松年，擦

身、洗澡、清理大小便……患有精神分
裂需要终生服药，坐在房间里的蒋阿
婆仍然密切关注着李衍汉情绪和心情
的细微变化，每次服药时，不忘检查一
遍“这把药有没有吃对”。他们还是一
起聊天、读报、看电视，因为这样能让
全家人心情舒畅。

阿婆有个养老心愿
采访时，蒋阿婆透露，因为不想

麻烦太多人，不久前，她曾一个人悄
悄到户口所在的徐汇区提交了入住
敬老院的申请，但是放不下小叔子，
最终并没有入住；她也希望能有一家
合适的敬老院，能同时接收她和小叔
子，以便相互照料，但十一弟的健康
条件受到了敬老院的接收限制，他们
的户口与她也不在一处，这个愿望并
不好实现。

就要过年了，蒋阿婆的腿伤刚恢
复，她还是决定像往常一样，与十一弟
李衍汉一起动手做一些简单的饭菜，
在除夕夜里，与两个小叔子一同守岁。
赶在年前，李衍汉也照旧要去探望“九
哥”李衍灏，带去他最爱吃的蛋糕。蒋
阿婆表示，现在自己很幸福，因为有很
多好心人关心着自己，希望这些好心
人也能健康长寿。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贾佳

! ! ! !去年 #月 !$日，本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徐
阿婆还债记》一文，讲述了 *"岁的徐兰英为了
替去世的丈夫偿还债务，两年多来省吃俭用，艰
难度日，最终将 !(万元债务连同利息全部归还
债主。报道见报后，徐阿婆一诺千金的事迹，立
即引发社会热议，并感动了无数读者和市民，大
家纷纷为她的诚信和执着“点赞”。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早已甩掉沉重包袱
的徐阿婆现在过得怎样？身体是否还好？带着读
者的关心，记者近日又探访了徐兰英，为她送上
新春祝福的同时，也听她讲述“无债一身轻”后
的幸福新生活。

收获爱情喜结连理
去年见面，刚刚卖房还清债务的徐兰英，还

暂住在女儿家，可如今重逢，徐阿婆已经有了自
己的新住处。前不久，她用当年的卖房款，在杨
浦区凤城三村购买了一套新房，虽然只有一室
一厅，却打扫得干净整洁，小而温馨。为了迎接
羊年新春，徐阿婆还特意买了一堆水果和孩子
们爱吃的零食，墙上和门上也贴起了“福”字和
春联，屋子里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
“你们还不知道吧，我两个月前结婚了，家

里这一切都是老伴帮忙布置的！”刚进门，徐兰
英就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原来，徐兰英在艰
难还债的那两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
如今的丈夫邱先生，对方被她的善良和坚持所
打动，一直默默守护在她身旁，鼓舞她、支持她，
并想法设法帮忙筹钱，两人日久生情。“当时我
一门心思想着尽快还债，根本无暇考虑以后的
生活。”直到徐兰英将所有债务还清，他们才正
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去年 !#月，两人终于喜结
连理，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老邱对我可好了，家

务活基本都是他承包，还经常带我出去旅游，我
现在过得很开心！”说起老伴，徐兰英一脸幸福。

心情舒畅期待新年
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了，今年春节徐阿婆打

算怎么过？“我已经安排好了，除夕夜一家人出
去吃顿年夜饭，初一和老伴去陆家嘴滨江大道
逛一逛，初二初三去亲戚家拜年……”对于即将
到来的羊年，徐阿婆充满期待。不过，日子越过
越红火的徐兰英并没有忘记曾经的艰难。“现在

想想还债那几年，真是穷困潦倒。为了省钱，我
把自己的住房出租，每天就住 #)元的地下室旅
馆，平日里吃饭每顿也都是一菜一汤，新衣服更
是一件没买过。”徐兰英说，铭记过去的苦，只会
让她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和美好。

和心情一起变好的，还有徐兰英的身体，以
前四处奔波还债时，徐阿婆每天心理压力极大，
加上她本就患有心脏病，健康状况自然不容乐
观，“我甚至担心万一哪天不在了，钱没还清该
怎么办？”如今告别了窘迫的生活，徐兰英心情
舒畅，身体也硬朗了不少。

心怀大爱乐于助人
自从徐兰英的事迹传开后，她一时间也成

为小区里的“名人”，朋友们、邻居街坊们都对她
的诚实守信十分佩服，但面对赞誉，徐兰英却很
淡然，“欠债还钱，本就天经地义，不值得大肆宣
扬，我觉得那些不计回报、乐于助人的好心人，
才是我学习的榜样。”

前不久，徐兰英去医院配药时，认识了一位
在打点滴的王阿婆，对方已经年过八旬，老伴早
已身故，两个儿子一个远在美国，一个因为吸毒
跳河轻生，老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得知王阿
婆的遭遇后，徐兰英很心痛，“我还债的那几年，
几乎也是一个人撑过来，那种无助的感觉我能
懂。”于是，此后半个月，徐兰英每天中午在家做
好饭菜，送去医院给王阿婆，两人因此渐渐成了
无话不说的“好姐妹”，王阿婆深受感动，有一次
拉着徐兰英的手，直言“你就是我的福星！”

徐兰英说，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她也不
愿让王阿婆落单，“我已经想好了，初四邀请她
来我家做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她讲呢！”

本报记者 房浩 江跃中

! ! ! ! #"!%年 !月 !#日，本报“百姓
故事”报道了普陀区开业指导团的
专家志愿者王根泉的故事。骑着“老
坦克”，() 岁的王根泉义务为创业
者们提供服务，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资源助力成功，甘当幕后英雄。

#"!' 年 $ 月，王根泉成了“觉
群大学生创业基金”的创业服务专
管员。几年时间，“觉群”项目在他呵
护下一个个开花结果，从小公司成
长为大企业。创业者们投桃报李，不
忘感恩。新春临近，王根泉不断接到
邀约：“王老师，我们想请您参加公
司的年会，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头脑风暴"共同探讨
前不久，王根泉应邀参加“帝

亚”集团的年会，这支最初只有 (人
的团队是最早的一批“觉群”项目，
创业者全部生于 !&$&年、!&&"年。
#"!%年，这支电商领域的新兴企业
进入飞速成长期，营业额从前年的
!*""万元飙升至 *"""万元。

王根泉从头看着“帝亚”长大。
去年，公司想到外地设分部，但不知
怎么与招商部门交涉，老公务员王
根泉义不容辞当起顾问，陪同创业
者们到当地，准备材料，修改 ++,，
和年轻人一起忙活到深夜。年会上，
创业者们请王老师上台说两句，“在
座各位都很年轻，只有我一个老头。
看到你们的进步，我真高兴，祝你们
做得更大。”

这样的年会，王根泉参加了 (

场。去年，金侃文化传媒公司的营业
额达 ("""万元，是前年的三倍。创
始人黄侃常到王根泉家讨论想法，
两人“头脑风暴”，有时聊到深夜 !!

点。这周二，黄侃开车接王根泉参加
年会。看到黄侃的成果，王根泉开心
地说：“年轻人未来大有可为！”

新年之前仍在走访
除了高兴，王根泉依旧忙碌。#"!%年 !#

月，新一批的 !(个“觉群”创业项目公布。王根
泉又骑着“老坦克”开始四处奔走，他计划在春
节前，走访完其中的大部分项目，与大学生创业
者们见个面，聊一聊，为之后更深入的开业指导
做准备。翻看他手写的服务记录，#月 !日至
今，王根泉几乎没闲着，先是陪一位艺术摄影项
目的创业者去南昌“取经”；回来之后，又马不停
蹄走访了两个创业项目，为一位大学生的保健
创业项目作分析评估。

梳理一年工作笔记
每年新春，王根泉的手机都响个不停，来自

创业者们的祝福和感谢都像雪花般飞来。羊年
新春，在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之余，王根泉打算
花上几天时间，静下来梳理这一年。

王根泉有做笔记的习惯，过去一年，密密麻
麻的创业指导记录又写满了好几本。一年的服
务中，王根泉发现，女性创业者越来越多，另外
团队创业的比例越来越高。他打算利用春节假
期，整理一些有用的数据，汇集成一份分析报
告，提供给开业指导团作参考。此外，他还打算
撰写第 #(期“大学生创业跟踪日记”。
“我的新春愿望，就是创业者们都能事事如

意。希望他们的付出有所回报，事业越来越好。”
王根泉说，他也将一如既往，继续为他们服务，
“老坦克”不会停歇。年轻创业者在外打拼，王根
泉已不仅是他们的创业老师，更是生活上的“家
长”。去年，有创业者无意中向王老师说起一桩
烦心事，原来团队里不少年轻女孩，担心只顾事
业最终会成“剩女”。王根泉考虑，新的一年除了
组织沙龙交流创业经验，还得组织几场联谊，为
姑娘小伙牵线搭桥，让他们在创业拼搏之余，不
耽误终生大事。 本报记者 曹文清

上海好心人!新春依然为爱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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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春是暖的，

融化着冬天的严寒；
心是暖的，传递着向善的力量。
护亲人安康，愿天下无贼，为创业铺

路，送病友欢乐，求诚信长在!!羊年春节
将至，站在又一个中国年的起点上，我们曾经
写过的“上海好心人”们依旧怀揣深情，依旧
为爱奔忙。
“好人心春”———让我们给所有无私

奉献的人们拜个早年！听听他们心底对
新春最真切的期许，愿我们美丽的城
市，在又一个走近的春天里，总
有温暖洋溢!!

腿伤了$还在牵挂三个患病小叔子

无债一身轻$日子好过了不忘有难人

修车!不务正业" 希望!天下无贼"

! 徐阿婆抱着与新婚丈夫的合影照!憧憬起今后

的幸福时光"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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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舒文团队$志愿者在徐汇区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与病友热情互动!共贺新春%

! 蒋阿婆与十一弟李衍汉一起照顾三弟李松年 岳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