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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着的陆松芳
日前，记者从杭州驱车直奔德

清新市。在这座千年古镇，要打听陆
松芳，人尽皆知。“这老头啊，好老汉
啊，你找他，恐怕难。”确实，要找到
他，得守株待兔。他拉着车穿巷入
户，在蜿蜒逼仄的古镇弄堂里，或者
在几里以外的闹市饭馆送煤。连与
陆松芳相当熟识的南昌社区主任翟
永梅也只能说“我骑着电动车，试试
帮你找找他去。”
在翟永梅找他的当儿，记者坐

在新市粮油公司门口的李老大羊肉
店。当地政府为照顾年迈的陆松芳
老汉，免去其跑 !里之外煤场拉煤
之苦，在东升公园旁边的粮油公司
内，特地设了个中转站，煤店两三天
运一车过来，两吨。
“两三天，给他五吨他都拉得

完。”羊肉店李老大说，当地考虑到
他年纪大，特意控制了运煤的数量。
新市古镇民俗是，早上喝老酒，

吃羊肉，侃大山。当许多老顾客一大
早光临李老大羊肉馆时，陆松芳已
经吃好了自己用电饭锅烧的隔夜米
汤，推着车出了门。
陆松芳不用手机，也不懂电脑，

但记住了李老大店里的电话。因为
这个号码有用，推车出门，穿街过
巷，告诉各家各户这个号码，需要煤
就打电话。

到中午 "#点多，记者远远看
到一个佝偻的人影飞快地驮着板
车小跑来。身材瘦小，" 米 $ 的个
儿，头发稀疏，他就是陆松芳。刚
刚过去的 #个多小时里，老人送了
%户人家的煤饼，其中一户在 & 华
里之远。

弄不懂的陆松芳
下午 "点了，陆松芳问了声记

者：“吃过吗？”记者摇摇头，他拉起
记者去了自己家。
南汇街 '(号，陆松芳从装钱的

薄膜袋里掏出了钥匙，开了院门。陆
松芳租住在里面的一间，%(块钱一
个月。政府要给他安排好一点的住
处，他坚持不要，拒绝了多次。在这
个老屋里，一住就是 #'年。
窗沿上晒着陆松芳洗净的解放

鞋，推门进去，有股霉味，至多 $平
米大小的单间，唯一一台新式电器
就是电饭煲。一根衣绳从床头拉到
了墙上，搭拉着还有煤印的毛巾和

几件破衣裳。房间里有一个糖果罐，
陆松芳说平时不吃，用来招呼客人
的。晚上，他睡觉前，会喝 #两烧酒，
烧酒是塑料瓶装，最廉价的那种。
陆松芳不抽烟，不爱吃肉。这天

的主食是之前做好的剩饭，和干菜
土豆。在陆松芳眼里，自己捐 )*+((

元给地震灾区根本不算啥，很多人
不知，他捐的 !!"""元，相当于每天
拉三车煤，要风雨无阻 ,,-天才能
赚到。

,((.年大孙子结婚，他给了 ,++

块钱。有旁人说他小气，他跟孙子说：
“你们年轻，自己劳动会挣钱。”

陆松芳一个月最多挣 *+++多
块钱，他除了近乎苛刻的开支外，全

部存起来，交给德清公民道德纪念
馆的基金会。拉煤挣的钱加上社会
各界的慰问金，共 %万多元。

刚过去不久的春节，耳朵生了
冻疮，老人不舍得治，但他舍得用钱
去买十几箱苹果，拉回老家乡下，给
村民小组每家每户送一箱。

因为老人感恩
从小陆松芳穷，父亲早逝，母亲

小脚，不能干活，弟弟是饿死的，自
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母亲一直
教育他，要回报曾经帮助过他们一
家的人。
报恩，就成为了陆松芳心里搁

不下的心事，一搁，就是一辈子。
陆松芳儿子在邻村，经常来探

望老人，劝他别拉煤了。陆松芳把孩
子支回去，又挨家挨户地送煤饼。
修新市大桥，他捐了 &++元，有

个村子桥塌了，他拿出 *+++元，发
洪水了，他又拿出 *$++元，村里修
庙，他也捐钱…… 李敏

住5平方米陋室，吃简单饭菜，在浙江德清———

八旬拉煤老汉24载积蓄设道德奖
老伴去世后，他从农村来到镇上，开始了拉煤的营生。24载，他风雨如一，

租住陋室，自食其力，攒来的每分汗水钱，除了自己苛刻的开支外，都捐给别
人。2008年汶川地震，他更是一口气拿出仅有的11000元，感动中国……
他叫陆松芳，前不久，他刚给受助人颁发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捐助基金。

自发办起施粥摊
老人们告诉记者，开始决定施

粥，是因为看到周边一些孤苦老
人、拾荒者和失业民工，在寒冷的
冬天吃不上一顿热乎乎的早餐，所
以几位老人自己筹钱购置锅碗瓢

盆，自发办起这个施粥摊。
很快，老人们的善举感动了越

来越多的温州市民，来红日亭献爱
心的人也多了起来。“熬粥用的米，
是市民们捐的；买米和买小菜的
钱，也是他们捐的……这里花出去
的每一分钱，都是大家的爱心。”老
人孙兰香一边用铲子搅粥一边说。

的确，正是有无数位“活雷锋”
热心相挺，才让温州的红日亭施粥
摊办得红红火火。

热心市民捐钱捐物
记者多次见证这样温馨的场

面：一个冬天的上午，一辆面包车
在施粥亭前停下，司机和一位穿着
格子衫的中年女士从车上跳了下
来，一人扛一包大米走进亭内。“这
米捐给你们。”女士交代了一声，就
准备离去。一位老人上前，询问姓
名，她微微一笑说：“一点心意，不
说名字了。”说着便驱车离去。
“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

岁的黄碎娇是参加施粥的老人之
一，对市民的热心，她深有感触：喝
粥的人很多，费用很大，以前还担心
“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每天总会有
人送钱送米来，这“下顿”总有着落。

传递爱心“接力棒”
这个声名远播的施粥摊，在温

州市民支持下，已坚持了 -年。“施
粥摊一般一天要花费三四百元，这
笔开支全是靠大家的捐助，我们才
能办下去。”老人叶宝春感叹。
无数市民参与进来，传递着爱心

“接力棒”。“有一位好心人，觉得我们这
里要一个年轻力壮的帮手，就和我们
商量请了个人来帮忙，由他每个月给
帮手&++元补助。”叶宝春说：“常常看
到来捐款的市民穿着很俭朴，捐了
钱也不愿留名字。” 黄宏 王荣

一碗粥温暖一座城
温州市民用爱心撑起9年施粥摊

早晨6时多，位于温州东
门附近的“红日亭”施粥摊前，
来喝粥的困难群众已排起了
长队，几名老人已经忙碌开：
熬粥、煮菜、施粥……

这个简易的施粥摊，为这
座城市增添了别样的温情：9
年来，20多位老人坚持免费
为过路人送上热腾腾的粥。

! !机（记者 张智颖）无
锡市将向全市背街小
巷要空间，以增加机动
车停车位。今年的目标
是至少增加 %$++ 个便
民停车位。

面对私家车不断
增加，停车“一位难求”
已成车主们的一大难
题。为此，无锡市交巡
警部门千方百计挖掘潜
力，利用有条件的背街
小巷、支小路和次干道
开辟便民错时停车点。
最近，无锡交巡警部门
已在市中心的东林书院

和工艺路上划出几十个蓝色线的车
位，而这些蓝色线停车位实行免费
停泊。无锡市交巡警部门表示，年内
在全市将再增至少 %$++个错时停
车位，其中市中心增加 ,++个。

! ! ! !本报讯（记者 梅璎迪）为解决
停车难，南京部分高校停车场将从
晚上 .时到次日早上 .时向社会开
放，收费 +/$元0小时。
据了解，南京首批向社会开放

停车场的大学有 . 所，共 %+-$个停
车位。由于错时在晚上，所以执行的
是夜间价格，收费一律为 +/$元1小
时，停放一晚上 ",个小时收费也就
是 &元。车主需在早上 .时前将车开
走，超时将按日间标准进行收费。

为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首批高校提供的错时限时停车场基
本都远离学生的生活学习区域。目
前第二批高校也正在申报和审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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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部分高校
停车场向社会开放

! ! ! !本报讯 （记者 梅
璎迪）杭州首批公共自行
车服役已近 '年，近日这
批自行车将集体退役。
杭州第一批服役的

公共自行车共 ,.++辆，
自 ,++. 年 $ 月 " 日上
岗服务至今已近 ' 年。
按平均每辆车每天被借
用 $次的频率计算，这
些自行车在服役的近 '

年时间里，每辆车已被
使用了 &+++ 多次。据
悉，退役后，第一批第一
辆“.++++"”号自行车则
将进入杭州低碳科技馆，
在那里它将作为“低碳使
者”，宣传普及低碳知识，
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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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温州首
批面向中学
生的公交专
线近日正式
开通。此次开
通的专线有
"+ 条，为市
区近 ,+所中
学的学生出
行提供便利。
每辆专线公
交车上设有一
名协管员岗
位，确保学生
的乘车安全。
图为一辆中

学生公交专线车在

线路上运营

郑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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