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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好心人

小小年纪嘴巴甜
张彪今年!"岁，肢体三级残疾。

初见他，感觉除了个子矮小外与常人
没啥两样。他思维敏捷，谈吐得体，不
乏幽默感。对于身高，张彪说父亲近
#$%米、母亲#$&米以上，都很正常，“他
们也不知道生下我会是这般模样”。
“后来，有人曾想出大价钱向父母买
下我，可他们不舍得，仍把我当宝贝
养。”张彪拍着脑袋俏皮地说。

张彪孩提时代活泼又顽皮，读
书聪明，还会玩各种乡土游戏。他嘴
巴特别甜，一个人上学下学走累了，
看到大人叫声伯伯、爷叔“带我一段
路好�？”路人没一个不肯的，甚至
直接抱着把他送到家门口。初中毕
业后，张彪休学在家，帮父母照看自
家开的杂货店。

自愿当个送报人
#''%年，村里建造大型农民居

住区———联民花园后，村民先后搬
来这里居住。"())年，张彪偶然发
现小区门卫室堆积的报刊信件，便
主动揽下了送信送报纸这桩事。
联民花园占地 *))多亩，面积

可不算小，一圈兜下来不下 "公里。
起先，张彪开着机动三轮残疾车送
报，结果“此路不通”。因为小区内大
小路段宽窄不一，且弯道多，残疾车
没法调头不方便。于是，张彪改用儿
童自行车，在后车架上固定了一只
装报刊、信件的铁制箱。
他告诉记者，最初整个小区只

有二三十家订户，报刊不过百余份，
一圈兜下来个把小时。后来，随着后
期工程陆续启动，小区村民入住户
数“水涨船高”，订户数超过 #*)家，
报刊种类和份数也从原来的十多种

百来份增加到数十种 *))多份。

车祸受伤妈替班
村干部算了一笔账，按张彪每

天三趟来回送报近 % 公里路程计
算，一年下来 "%))多公里，#!年，
就是 !万多公里。
为了把报刊和信件准确无误地

送到订户手中，张彪把整个小区分
成了南北两段，每天第一车送南段、
第二车送北段，傍晚 *时左右，还要
送一次晚报。看到他常年累月义务
劳动，村民们过意不去，劝他，如果
刮风下雨，当天报纸就不要送了，第
二天再送，“我们不会怪你的”。张彪
却笑笑说，看当天的报纸才叫最新

新闻，第二天再送，你们就看“隔夜
新闻”了，那样不好。
为了把一些写错人名、地址的

“死信”救活，张彪还经常到村委会
门卫室及各村民组，请门卫师傅和
村民组长帮忙，看是否能找到收信
人，平时则留心了解熟悉全村住户
情况，以便送信时心中有数。

去年 '月 "'日，张彪不幸遭遇
车祸，在医院里足足躺了一个多
月。躺在病床上，他还惦记送报的
事。他妈妈怕儿子不能安心养伤，
便顶替他挨家挨户去送报，一直到
他伤愈出院。

助残扶老帮一把
除了义务送报员，张彪还是镇

残联的助残员，负责联系 +)多位残
疾人，组织安排他们参与各项文体
活动等。联西村的李先生是一位盲
人，平时渴望能多与人交流。张彪知
道后，常去他家拉家常。一天，张彪
去李家发现李先生正在发烧，就拉
他去村卫生服务站看病。一个“袖珍
人”肩头搭着一个大人的手，步履蹒
跚的背影，让看到的人心生感动。

张彪对村里的老人也特别尊
敬，见谁有困难就帮上一把。家住
姚家村民组的沈秀英老太，听力不
好，想装助听器，张彪考虑到老人
年纪大行走不便，就开着残疾车送
她到离村几十里远的医院，做耳膜
打样，之后又开车去为老太取回助
听器……

能歌善舞是民星
张彪非常喜欢文体活动，镇里、

村里举办的各种文体活动他一场不
落。他擅长跳舞、唱歌，还会打乒乓、
下象棋、玩扑克。别看他人矮小，舞
姿却令人刮目相看。每逢他到场，总
有不少阿姨、姐姐妹妹邀他“蓬嚓
嚓”一番呢。")##年，镇里举办“达
人秀”，张彪以一曲《中国人》入选十
大达人，去年，他又在镇上“民星来
了”达人秀中被聘为大众评审。
学习方面，张彪力求上进。")##

年，张彪参加了上海社区管理中专
班的学习并毕业，今年 !月，他又参
加了上海开放大学旅游管理大专班
的学习。
他说：我们袖珍人有句口号叫

作“袖”出精彩人生，“珍”惜幸福生
活，这就是我的生活目标。

骑着童车义务送报十三年
———记安亭镇联西村联民花园32岁的袖珍“报童”张彪

! 报纸来了!先分一下

本报记者 陈 浩

通讯员 刘必华

“唐大叔，今天的
《新民晚报》来啦。”
“上海已经连续 20
天没有新发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有个男人被女朋友
甩了，竟然把女朋友
老爹捅死了！”“淘宝
的马云退休了!!”
每天，一辆破旧的儿
童自行车奔走在嘉定
安亭镇联西村联民花
园居住区，骑车人是
个身高不足一米二的
袖珍人“报童”。不论
刮风下雨酷暑严寒，
他每天免费为村民送
报，至今已整整 13
年。送报上门时，这个
热心的“报童”偶尔还
会自编“导读”呢。

昨天，记者来到
有着近 650户家庭
近2000人口的安亭
镇联民花园居住区。
一问起身高仅 1.19
米的袖珍人张彪，还
真是人人知晓、个个
面熟。

! 骑着小车!送报到户 通讯员 刘必华 摄

追思亲人 感悟生命 走向未来
北川老县城今按惯例向遇难者家属开放
大地震纪念馆短短3天接待近2万观众

! ! ! !本报讯 （记者 曹刚）汶川地
震，倏忽五年。*年前，天府之国地动
山摇，满目疮痍，数万同胞遇难。救
灾安置，对口援建，心理抚慰，顽强
的中国人修复心伤，重整山河。今
天，地震重灾区纷纷用不同方式表
达纪念。

在震中汶川县映秀镇，以“追
思亲人 感悟生命”为主题的地震
五周年祭活动拉开帷幕。今天上午
'时!)分，羌族传统祈祷祭祀活动
在映秀地震公墓肃穆开场，用古朴

的民族礼仪，告慰遇难同胞；上午
##时，七一映秀中学举行避灾演
练，提醒人们时刻不忘防灾减灾。
从"))'年起，每年*月#"日被定为
全国防灾减灾日。
在伤亡最惨重的北川县，人们

自发前往老北川，祭拜亲友，抒发
哀思。按惯例，老县城今天将对所
有遇难者家属开放。*·#"汶川特大
地震纪念馆本月'日向公众免费敞
开大门。短短!天，近"万人入馆参
观，驻足分享震区从废墟走向新生

的历程。
*年来，感恩之情早已化为行

动，汶川地震灾区的许多救援队伍，
在玉树、舟曲和雅安等救灾现场奔
忙，努力回报全社会的无边大爱。

今天，请随本报“新视界”周
刊，去震中映秀和上海对口援建的
都江堰，聆听*个震区孩子的故
事。他们迁徙的脚步伴随着家庭和
灾区重建的历程，他们的记忆是关
于灾难最朴素的记录，他们的未来
是震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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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向菲政府提四要求
限菲方72小时内回应 否则将采取措施抗议

! 今天上午!群众在北川老县城祭奠地震遇难者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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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年今全城劝募
筹集“为了孩子”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