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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报道，!月 "#日晚，一名司机在路上遇
见一骑单车回家的学生。因一路上十分黑暗，
司机担心孩子回家途中害怕或有危险，于是
开车跟着他，为其照亮前方的路。视频中，只
见孩子中途特意下车，转身向司机深深地鞠
了一躬表达感谢。

视频的发布者说，事情发生在云南广南
县。当时他开车给孩子照亮，一开始还害怕孩
子摔倒讹诈他，后来没想到孩子给他鞠躬，这让
他觉得很愧疚。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表示，
司机很善良，孩子懂得感恩，鞠躬太戳泪点。

心存感恩的鞠躬是最美的。请一起阅读
这些鞠躬致谢。

孩子主动鞠躬致谢“车让人”
去年 $月，一名小女孩主动鞠躬对“礼让

斑马线”的车主表示感谢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这一幕暖化了千万的网友，纷纷为这个可爱
又懂礼的小女孩点赞。

当然，鞠躬感谢车辆让行的孩子并不止
一位。比如去年 %&月，安徽宣城一位正在过
斑马线的小男生绕过行人，也向“车让行人”
的司机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举动，恰巧被市民张先生的行车记
录仪捕捉到。张先生十分感动，把这一幕发在
了朋友圈里。张先生写道，“我突然感觉自己
做了一件很幸福的事，谢谢你！”

感动！老人脱帽鞠躬致谢
礼让车主

有时候，真心地鞠躬表达感恩之情，是不
分年龄的。
去年 $月，一段 '秒的视频被许多网友称

为“好司机遇上了好大爷”。'&后车主吴爱萍
开车途经斑马线，正好有一位拄拐杖的老人要
过马路，她马上减速并停车避让，但令她没想
到的是，这位老人竟然脱帽向她鞠躬致谢。
吴爱萍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以为

爷爷只是脱帽一下，觉得已经很受鼓舞，很受触
动了，没想到他还对我一鞠躬，震撼到了。”

老人的绅士回礼更是感动了不少网友，
“善良和有教养和年龄无关”“尊重是相互的，
感动！”这位老人名叫闵庆昌，当时已经 $$岁
高龄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面对这样的主动
让行，说谢谢怕司机听不到。他脱帽鞠躬，是
发自内心的。

穿越百年的鞠躬
医院，可以说是发生最多感人事件的地点

之一。去年底，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儿科
门诊，一名 !岁男孩向挽救了自己生命的杨惠
琴主任医师鞠躬致谢，杨医生也向小男孩鞠躬
回礼。这一幕感动了不少在场的医护和患者。

杨惠琴医生说：“没有想到孩子会给我鞠
躬，我很感动。孩子康复后的天真笑容，就是
给我最好的礼物。”

还有一幕被称为“穿越百年的鞠躬”。百
年前，广济医院（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时任院长的梅滕更查房时，面对一
位四五岁小患者的鞠躬致谢，梅医生也深深
鞠躬回礼。于是，就有了这张黑白照片。

八旬老人向医生鞠躬：
“他很负责”

!月初，在广西贺州，有一段视频感动了很
多人。八旬老人林少娟因病被送到医院急诊抢
救。出院前，她提出见医生，攀谈过程中，老奶奶
突然起身，给医生鞠躬，医生连忙鞠躬回谢。

画面中的医生是贺州广济医院急诊医学
科副主任医师蒋劲柏。原来，入院当日，在医
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把老奶奶从死亡线上
救了回来。蒋医生更是一有空就会去看望她，
这让老奶奶也记在了心里。

蒋医生说，他当时也非常惊讶，因为救死
扶伤是医生天职，没想到老人会给他鞠躬。
“我也感觉到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和鞭策，就是
要用心地为每一个患者做好医疗服务工作。”

患者病故，家属集体三鞠躬
去年 %%月，患者走了，家属料理完后事，

第一时间赶到福州总医院老年病二科，向医
生护士鞠躬，医护人员还以鞠躬礼。病人家属

深情的三鞠躬，温暖了医护人员的心。
朱老的子女说：“非常感谢老年二科全体

医护人员对我父亲 $ 年多的精心治疗和护
理，若没有你们，父亲活不到现在。我们一定
要给你们鞠个躬，表达我们的感谢！”

科室主任张冬梅、副主任医师卢明芳在
感言中说到：曾几何时，有些医患关系是剑拔
弩张的那一种，但在我们科，医患关系是世间
令人感动的那一种。这三个鞠躬，道不尽的感
谢，道不尽的医患真情，尽在其中！

司机解囊相助，老人鞠躬致谢
今年 "月，济南公交 (%$"路驾驶员王林

遇到一位穿着破旧的老人，他无意间听到老
人为了养活患病儿子，每天去清理废旧砖块，
一块几分钱。为了省钱，老人中午只吃一个馒
头，喝点水。于是，在老人要下车时，王林拉住
老人，毫不犹豫地掏出身上 )&多块钱全给了
老人，让他买点饭吃。没想到老人下车后，走
到车前，向王林深深地鞠了一躬……

网友们纷纷点赞，“一个懂得施以援手，
一个懂得感恩，或许这就是最好的为人相处
之道吧。”

善良与感恩同在
你有多久没鞠躬致谢了？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的礼仪之一，“弯腰行礼，以示恭敬”的鞠
躬礼是感恩、致谢的一种方式。对于这一举
动，有人感慨说，这是自己心里那个世界，也
有人说，鞠躬的少，但心存感恩的人多。

人们常说，“人不能忘本，要懂得感恩”。
我们要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每个帮助过
我们的人……你，是如何感恩的？在我们身
边，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动人故事，虽然
彼此陌生，但善良与感恩让我们贴得更近。鞠
躬一个小小的举动，不仅表达感谢之情，也会
温暖被感谢的人和周围的人，更是对孩子的
言传身教。别忘记，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无
论如何表达，请别让感恩尘封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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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难关工委建厂!留后路地委开店

%'*%年 #月，中共崇明县临委隐蔽地暴
露，受到伪军冲击，临委书记陈伯明被迫撤往
苏北暂避。三个月后，陈伯明回到崇明，利用
地下党员盛士祥的父亲盛之珊与伪军大队长
顾宝民的“叔侄”关系，由盛之珊出资创办健
行小学，作为县临委的隐蔽地。

%'*"年 *月，上级决定将中共崇明县临
委改为中共崇明县工委，陈伯明任书记，施群
任组织委员，朱焰任宣传委员。新工委很快发
现，崇明工委机关隐蔽健行小学不可长久。
一天，陈伯明在桥镇油车湾联络工作时，

突然想到可以办个使用新型机器的榨油碾米
厂。一家工厂要接待四方来客，地下党员和交
通员混在其中不会引起外界怀疑，适宜县工
委机关隐蔽。陈伯明向苏四地委汇报后，得到
地委领导的支持。陈伯明回到崇明后招募到
%*位有抗日觉悟的合作伙伴，其中还有 "位
伪乡长，以应付日伪军的检查、敲诈。%'*"年
%"月中旬，大新榨油碾米厂正式对外经营。
这家小厂作为中共崇明县领导机关秘密所在
地一直使用到 %'*#年冬，也是抗战时期崇明
地区唯一由地委投资的中共县委所在地。

崇工委秘密转移到大新榨油碾米厂之
际，长春南货店在竖河镇开张。长春南货店店
面不大，但是院子很大。这个店名义上是由崇
明三区人唐居正和苏北一个“朋友”合伙开办
的，背后其实是中共苏中第四区地委。苏中四
地委驻地在江北东台县，距崇明岛几百里远，
为什么把店开到崇明岛呢？原来，抗日战争进
入 %'*"年，日军前线日益吃紧，后方也越来
越紧张，为短期内扭转局势，抽集兵力对沪苏
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启东、海门、南通、如
东、东台等被列为首批“清乡试验区”。在敌人
的高压态势下，新四军和抗日政权精兵简政，
化大为小，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坚持在清
乡区内抗日斗争。四分区委面对现实，做了最
坏打算，如万不得已之下就退守崇明。

%'*"年 %"月中旬，中共海启县委根据

四地委指示，派总务科长季肇民，
率中共江苏四地委秘工部政治交
通员陈兆明、中共崇明县工委政
治交通员唐居正，到崇明县三区
竖河镇设立秘密联络点，作为四
分区机关后撤基地，对外称“长春

南货号”。开店后，政治联络员秘密来往于崇
明与苏北东台之间，交换抗日情报，传达领导
指示，担负起政治联络任务。

由于苏北中共领导的反清乡形势好转，
江苏四地委没有来崇明。但“长春号”所起的
联络作用十分重大，并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年 %月中旬，陈伯明、朱焰、黄斌一
起北上。他们从青龙港上岸后，即到中共海启
中心县委秘密联络点接受指示。县委书记钟
民同志已到东台指导反清乡去了，留下县委
领导谢克东同志向陈伯民传达两点指示：一
是将 !+&&斤黄豆运到崇明，作为苏四地委给
大新榨油碾米厂的投资金；二是由陈伯明直
接负责，把从敌人清乡区撤出来的新四军的
#名文化人接回崇明，埋伏在崇明长期隐蔽。
陈伯明一行接受任务后，由谢克东带领到海
门兴盛客栈仓库。苏四地委的 !+&&斤黄豆，
用 !&余只麻袋灌装，寄放在这里。陈伯明等
三人非常感动。他们十分清楚，苏四地委经费
极端困难，是拿不出现款才这样做的，即使这
些黄豆，也是苏四地委率领一批干部冒着生
命危险从清乡区收上来的，每一粒都浸透苏
北人民支援抗日的一片热忱。

陈伯明与客栈管理人员完成交割手续
后，到城外雇一艘帆船，请人用大板车把黄豆
运上船。第二天早上，帆船东行三和港，陈伯
明接上 #位文化人。正当帆船准备出港时，据
守港口的江防大队扣船不放，打算吞没这批
黄豆。江防大队是新四军番号，但大队长是反
正的原汪伪大队长黄宝森。他虽名义上加入
新四军，但始终与中共和新四军保持距离。陈
伯明重任在身，不能暴露身份，就找在三和港
做秘密工作的吴纯夫。吴纯夫得悉，立即命令
黄宝森放行。傍晚时分，帆船到达崇明西部小
竖河港，在地下党组织的接应下，安全出卡。
崇工委把这批黄豆放在大新榨油碾米厂

加工，生产豆油和豆渣饼出售，所得钱款部分
归还苏四地委，其余充作党组织活动经费。这
笔款子为崇工委摆脱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崇明抗战纪实
黄振忠 秦志超

$#相约出版连环画

日本大举入侵后，上海的时局日趋恶化。
即便居住在租界，生活压力也与日俱增。
在这之前，颜梅华和一家人的生活基本

不用发愁。由于父亲早年曾在招商局工作，收
入要比社会上一般职业的高不少。父亲每月
的薪水有一百多块银元，每逢发薪水的日子，
因为银元分量比较重，父亲总是用袋子装好，
叫一辆黄包车回家。
招商局除了薪水较高外，其他

福利待遇也比较好。每年年底还有
分红，大概可以分到个人薪水的十
分之三的样子。招商局鼓励职员把
分红得来的钱存在招商局里，年底
招商局里会给付利息，相当于存银
行。这样，家里就有了些积蓄。父亲
还买了些华商企业的股票，其中包
括闸北水电公司、华商电器公司等，
每年还能分些红利。可以说，这时的
颜家过着小康式的安定生活。
抗战爆发后，招商局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帮助国家承担了军用运
输任务，贡献很大，但损失也很惨
重。这时，父亲歇业在家，身体也不
好。家里的日常开销都由母亲掌管。
起初，那些股票在租界还能收些钱，母亲手上
也有些现款和首饰。随着日军炸掉了华商闸
北水电公司，侵占了华商电器公司，这些企业
的股票就全无用处了。日常生活只能依靠以
前的积蓄和变卖财产来维持。
颜家是个大家庭，除了父母和几个子女，

父亲的姐妹也住在一起。抗战几年下来，家里
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有些坐吃山空了。母亲拉
着几个孩子的手说：“过去靠家里的积蓄供你
们上大学没有问题，现在打仗，什么都没有
了，以后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颜梅华这时 %+岁，读中学一年级。颜氏

家族的家训和教育，让他感到自己应该对父
母承担一份“忠孝”，对家庭承担一份责任。他
跟父亲说，他想退学，出去工作。父亲听了一
言未发。站在一旁的母亲，则又想起颜梅华表
姐夫当时说的话，找份好职业对治愈颜梅华
的病也许有好处。父母便默默同意了。不久，
父亲托人介绍颜梅华去艺华影业公司做美
工。先做学徒，收入虽然不多，但还算安定。

当时上海三家有影响的电影公司，艺华
影业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家是新华影业和国
华影片公司。值得一提的是，艺华影业集中了
一批当时比较出名的剧作家，如田汉、阳翰
笙、夏衍等。田汉在这里自编自导了一部具有
鲜明抗战色彩的电影《民族生存》，著名电影
演员舒绣文参加拍摄。

颜梅华进影业公司做美工起初很努力，
但渐渐失去兴趣。影片公司的布景
设计工作，除了美工，还有木工、水
泥工、油漆工，这让他感觉与建筑行
业有些相似。因为杂活多，大部分时
间都花在了布景装饰上，而真正能
绘画的机会很少。
他又想到了连环画。自从两年

前跟随陈光镒学画后，每年的暑寒
假，颜梅华都在陈光镒处度过。两年
下来，他的画技已大有提高。陈光镒
也已经开始让他精勾人物线描了，
而原先他勾描的衣花、背景之类的
初级活，让另一个学徒在做。
这时的陈光镒也已经结婚。这

天，陈光镒妻子来到艺华影业公司，
找到颜梅华，随手将一卷画稿塞到
他的怀里。颜梅华就在公司工作的

间隙，继续勾描连环画稿。他画着画着，脑海
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什么时候自己也可以
画一本连环画呢？”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
上海租界，艺华影业歇业。颜梅华再次回到家
里，靠给陈光镒时不时送来的连环画画稿勾
描的收入，维持着整个家的生活。随着战事日
益吃紧，本地和外埠的一些书商支撑不下去
了，渐渐地，送来的画稿也越来越少了。这让
年少的颜梅华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
机会在这时出现了。
%'*+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随着时局

逐渐稳定，一些书局也开始恢复出版。这时，
颜梅华的师弟对他说：“承忠，听说现在一些
书局发生稿荒，连环画蛮抢手的，我们自己出
一本怎样？”颜梅华一听，这不正是自己梦寐
以求的吗？可转而一想，还是有些顾虑，便说：
“这，好吗？陈光镒知道后会怎么想？”师弟说：
“这有啥？他现在自己都顾不上，我们也不能
干等呀。”“行！”两人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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