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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洞下流浪乞讨人员最多
褚德华的任务是巡查救助，“每天在外面

跑，大冷天大热天尤其跑得勤。”褚德华干救
助这一行已经 !"年了，有着丰富的经验。“出
去巡查不是盲目的。我们知道哪里是流浪、乞
讨人员集聚的地方。”他告诉记者，桥洞下面、
立交桥下面、地铁站外面流浪乞讨人员最多。
“他们一般选择交通方便、附近人口比较多的
城乡接合部。”他随口举了个例子，在中春路
莘浜路立交桥下就住了二十来个乞讨人员。
淀浦河桥下也有人住。露宿的也不全是乞讨
的，也有打零工的。他们舍不得借房子，就在
桥洞下面搭个窝。

离家!个月终与家人团聚
救助站曾经来过一个老伯伯，这个老伯

伯是在七宝老街发现的。老伯伯进站的时
候，头发胡子指甲都老长老长，因为几个月
没洗澡，头发都一缕一缕的了。身上衣服也
是脏得不得了。工作人员让他洗澡，帮他理
发刮胡子。换了干净衣服，又理了发刮了胡
子，老伯伯还是蛮精神的一个人。

工作人员问老伯伯家里情况。原来老伯
伯是嘉定人，因赌博输了十几万元，女儿女
婿和他大吵了一通。老伯伯一气之下离家出
走。他到了七宝老街，身上钱花光了，他就讨
饭。到这家店讨个馒头吃，到那家店讨个包
子吃，晚上就睡在亭子里。离家出走的时候
是热天，日子一天天过下去。老伯伯一直以
为女儿女婿不要他了，坚决不回家。但天气
越来越冷，熬不下去了，只好进了救助站。救
助站的工作人员和老伯伯女儿联系后，他女
儿女婿马上冲过来了。“抱头痛哭啊。老伯伯
以为女儿女婿不要他了。其实女儿女婿一直
在找他，苦苦找了 #个月。”褚德华说，最开
心的是看到救助对象家人团圆。

智障女子福利院里坐月子
闵行区救助站曾经接收过一名女性智障

人员。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田海平说，“好心人
发现她睡在颛桥的一个自动柜员机的小亭子
里，当时肚子已经很大了。”这个女子说不清
自己的名字，家在哪里，工作人员只好叫她无
名氏。怎么办？闵行区卫生局、公安分局、民政
局、颛桥镇政府坐下来开了个协调会。协调会
做了分工，由区卫生局负责无名氏的日常生
活照料，民政局配合做好产检陪护，行使临时
监护人职能，个人信息由闵行公安分局负责

协查。“接收她的时候，带她做了检查，发现已
经怀孕 #个月了，我们就陪着她建卡，陪着她
产检。”田海平说，“结果有一天陪无名氏在医
院产检的时候，她上厕所的那点时间就把孩
子生下来了。我们吓坏了，赶紧找来医生。”无
名氏生了个男孩。可是她不认这个孩子，不给
孩子喂奶。考虑到她智障也没能力照顾孩子，
只好让她住产科，孩子住儿科，并给她请了护
工。出院后，安排无名氏在福利院坐月子。“我
们还帮孩子建了接种卡。接下来就是陪着她
给孩子打预防针。”

有一天，送无名氏到闵行区精神卫生中
心看病。她好像突然清醒了，说出了自己的名
字，还说出自己是吉林人。和当地取得联系
后，证实她果然是那里人。但她家里人说自己
年纪大了，没法来上海接她。“我们护送她回
家的。走的时候送她奶粉尿布，孩子的接种卡
带上，她自己的药品也给配好。”田海平说，离
开上海的时候，孩子白白胖胖，无名氏走得开
开心心。

患病男孩自行找到救助站
心酸的事也不少。石磊（化名）就是一个

例子。“他是自己走到我们救助站的，希望救
助站帮助他返乡。来的时候说自己身体不舒
服。我们看他脸色苍白，一直咳嗽，人消瘦，就
问他是不是感冒了，他也说不清楚。”田海平
说，看他实在是太虚弱了，碗都端不住，走路
都不稳，救助站就联系了医院，送他去看病。
一查吓一跳，他得的是肺结核。第二天，救助
站工作人员就陪护石磊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住院治疗。“可他的病太重了，住院第

三天就去世了。”石磊有一张身份证复印件，
载明是甘肃人。接到医院的死亡通知后，救助
站接手联系家属，费老大劲搞到石磊大伯的
电话。原来，石磊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了。家
里已经没有亲人了。和他大伯联系后，大伯愿
意和他大叔来上海为他办理后事。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到火车站接他的大

伯大叔，陪他们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见死者最后一面。后来帮他们协调殡仪馆火
化。火化后，还帮他们买了返程的车票，送他
们到火车站。”

田海平说，一个大男孩，相貌蛮清秀的，
只有二十几岁，就没了。他的大伯大叔连骨灰
盒都不愿带回去，说他家没人了。

同一村民组结伴来沪乞讨
救助站里有饭吃有衣穿有空调，还有热

水洗澡，为什么有人宁可露宿也不愿意进救
助站呢？记者了解到，救助对象住在救助站一
般不能超过 !$天，另外还送返乡的火车票。
返乡的火车票对于职业乞讨者来说又有什么
意义呢。褚德华说，职业乞讨人员就是不愿意
离开这个城市，不愿返乡。“他们有个顺口溜
‘城市是天堂，马路是银行。两手空空来，要好
回去盖洋房。’老家什么都没有。死在城里也
不肯回去。”

褚德华说，曾经碰到一伙乞讨者，他们
原先是一个村民组的，大伙结伴来上海乞
讨。村组长和他们一起来的。到了上海，村组
长每天给大伙安排乞讨任务，“比如今天你
们两个去徐家汇，他们三个去莘庄地铁站，
明天再换地方。因为不同的点‘收入’是不

同，村组长要‘兼顾平衡’。如果有人不服‘管
理’，就派他去‘市口’差的地方，以此惩罚
他。”

有的人当初为了孩子读书到上海捡垃
圾、乞讨，现在孩子出道了，但还是在上海捡
垃圾或者乞讨，救助站站长康海芳说，他们已
经习惯上海的生活了，不肯回去了。褚德华
说，也有人大冷天返乡的，送他们火车票走
了，但开春又来了。

不愿进站就给他们送棉被
职业乞讨者不肯进站怎么办，“只能靠

巡查。我们主动去找他们，不能让他们冻死、
饿死、病死。”褚德华说，天天到各个点去看
一遍，都成老熟人了。巡查还真救过人呢。有
一次在一个高架桥下发现一个流浪汉。他脚
烂了，没法走路，边上也没人帮他。“我们问
他需要不需要救助，他连忙说要。他已经四
天四夜没吃东西了。脚坏了不能动，真是叫
天天不应。我们用担架把他抬回来的，脚烂
了，臭得不行。我们送他去医院，给他饭吃。
这个人要不是我们去救他，就完全有可能死
在那里了。”褚德华说，大冷天就怕他们突发
疾病。

如果对方不愿进站，就给他们送食品和
棉被。今年刚入冬，闵行区就发放棉被 "%床、
温暖礼包 "%只。此前，市民政局救济救灾处
处长李志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送食品和
棉被不是鼓励乞讨行为，而是实在是怕他们
在这么冷的天里冻坏了。田海华说，“他们是
最底层的人了，帮助他们是我们的工作。”

本报记者 鲁哲

! ! ! !老人赌气离家大半年!最后在救助站与家人团聚"智障女挺着大
肚皮进救助站!工作人员陪她产检#坐月子$$近日!记者探访%&&

救助站里的冷暖人生

! ! ! !常德路长寿
路口，非机动车
在等待红灯的
时候，自觉地排
成整齐的纵列，
给右转非机动
车让行。这种礼
让行为不仅让
路口秩序井然，
而且增加了通
行效率。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 ! ! !本报讯（记者 潘高峰）&$!#年 !月 !%

日晚，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在
“篱笆网”发布一题为《坏人变老了！在上海某
公交车上 '$岁老头暴打 #岁孩童！！妈妈派
出所奋起反击！》的帖文，其中附有一组微信
群聊截图。
群聊中有人称“一名 '$岁男子与一名 #

岁孩童在公交 !$"路上因让座问题发生纠
纷，男子将孩童殴打致重伤，后司机与乘
客报警，将打人者扭送派出所，被打孩童送
医救治。后在派出所处置过程中，'$ 岁打

人者态度恶劣，孩童母亲用尖锐物将其眼睛
戳瞎”。

上海市公安局立即通过市局指挥中心查
询近期 !!$接报警情况，并根据帖文内容，连
夜核查 !$"路公交车沿线途经的徐汇、黄浦、
静安公安分局以及轨道公交总队相关报警情

况，并到 !$"路终点站和相关医院进行走访
了解，均未查找到有类似警情。

经进一步调查，明确该事件系他人杜撰
后发布，两名涉嫌在网络上制造、传播谣言的
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传唤接受调查，相关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公交车上50岁老头暴打8龄童”系杜撰
警方已传唤!名造谣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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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房浩
通讯员 薛亮亮）昨天上午，
申城大雾弥漫，给市民出行
造成不便，但在松江辰塔路
思贤路附近，一面包车司
机却心存侥幸，欲借浓雾
掩护，非法超载运送乘
客，最终被松江交警依法
查获。
昨天早晨，上海市气象

台发布 &$!#年首个大雾橙
色预警，部分地区能见度不
足 &$$米。地处城区和农村
交界处的辰塔路，大雾更加
浓密，能见度更低。上午 #

时许，松江交警支队二大队
大队长高伯民在辰塔路思
贤路口执勤时，发现一辆挂
名某劳务公司的面包车有
异常，立即上前拦停检查。
打开车门，眼前的景象令人
目瞪口呆：这辆限载 (人的
小型普通客车内竟塞有 !%

名成年人，车厢内原来的座
椅已被全部移除，取而代之
的是各式小板凳。面对询问，司机甚至一脸
无辜地称：“我也是打工的！”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该车存
在“驾驶营运客车（不包括公共汽车）以外
的其他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 &$)

以上”的行为，交警依法对其做出记 %分、
罚款 &$$元的处罚。另根据《机动车登记规
定》，该车移除原有座椅的行为属于“擅自
改变机动车外形和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
交警对其做出罚款 '$$元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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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天冷，你睡在这里太冷了，跟我去救助站吧。”在上海被寒意重重包裹的这
些天里，这句话可能是闵行区救助站的褚德华和他的同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了。
近日，记者来到闵行救助站，听工作人员聊聊他们和“工作对象”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