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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傍晚，80后青年王永镇从上海时尚中心的早教中心打算开车带
儿子和妻子回家时，突遇一名九旬老伯在街头摔倒，血流如注。他立即跳下车用随车急救包施以援

手。在另两位好心人的协同帮助下，老人终于转危为安。“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儿子一起救助别人，也是我出院一个多月以来第
一次救人。之后儿子对我说，爸爸真棒……”救人后，王永镇感慨万千，在朋友圈书写了那么一段。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90后寿文清从出生
6个月起就被确诊患有脊髓性肌
萎缩症（SMA），然而她的每一天
都活得很有质量。12年前，寿文
清以“渐冻人”之躯考进大学，一
战成名。12 年后的今天，现身

“用爱解冻”关爱渐冻人公益活
动的寿文清，已经是个翻译了。

行动不便却坚持不懈地学习
8年前从上海政法学院英语

系毕业后，在导师推荐下，寿文
清进入一家翻译公司

担任远程兼职笔译员，这样
就可以在家里工作。由于学的
是法律英语，她现在的主要工作
是翻译外贸函件、合同文件，按

字数计酬。虽然她不能用双手
掌控键盘，但她可以单手使用鼠
标展示专业实力。

残疾人能考进大学并不容
易，更别说是一个“渐冻人”。

寿文清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
薪阶层，家中还有一个跟她身患
同样重疾的姐姐寿容君。从不向
命运低头的寿文清身上总有那么
一股劲儿，从懂事起她就跟爸妈
说：“我要读书，我要上学。”

那时还没有特殊教育和社
工服务，不论夏日炎炎，还是寒
冬腊月，总是爸爸一路骑着自制
的小三轮车风雨无阻地接送她
上下学，各种困难也随之而来。
为了写字，夏天汗水把手臂、大
腿和桌椅粘在了一起，移动一下
发红的皮肤就会钻心地疼；冬天

即使穿上再多的衣服手脚也会
冻僵，手指疼得拿不住笔，她都
咬牙一路坚持了下来。

2009年7月，当她收到上海
政法学院英语系的录取通知书。

进了大学，为了方便她的生
活，学校给她安排了底楼的宿舍，
并且让妈妈与她同住，一切用具
都为她量身定做，她所在的外国
语学院特意以她的名字成立了

“文清志愿者服务队”来帮助她。
寿文清没有让同学和老师

们失望，4年的上政生涯里，她的
成绩始终在年级里名列前茅，并
连续三年获得上海政法学院“国
家励志奖学金”“品学兼优一等
奖”，并在大二学年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在校外也获得
了诸如“2009年度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2012上海大学生年度
人物提名奖、2013年上海市普通
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等殊荣。
她还主动给自己“加压”，通过了
英语专业八级、英语高级口译，
还飞赴北京登上央视英语频道
的舞台，并最终荣获“外研社杯”
英语演讲大赛全国二等奖。

偶像是“海豹人”尼克·胡哲
2013年底，当所有人都认

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将迎来转机
之时，上天再一次跟她们开了一
个无情的玩笑——姐妹俩挚爱
的父亲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年仅62岁。

父亲的离世，也终止了寿文
清的另一个梦想，那就是继续读
研深造。“我不可能再像读本科
时那样，由妈妈来陪读。”

姐姐寿容君比妹妹大8岁，
如今在一家淘宝店里当客服，也
是居家办公。姐妹俩每天一起
在电脑前工作，你做你的客服，
我当我的翻译，虽然因为个性差
异、爱好不同，会经常拌嘴，甚至

“掐架”，但彼此都是生命中最重
要的人，相依相伴。

爸爸走了，姐妹俩的起床、如
厕、洗澡等再普通不过的日常起
居，要由妈妈一人护理，实在是力
不从心。有时一个不巧，卫生间
地面湿滑，妈妈抱着姐姐两个人
一起从马桶上摔倒在地。眼看妈
妈年事已高，家里请了钟点工。

每天一大早，由钟点工照料
姐妹俩起床洗漱，然后坐到电脑
前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八九
点，再由钟点工帮助她们结束一
天的工作——休息。她们每天
的作息，平常又规律。

这些年来，寿文清的人生字
典里多了“志愿者”，多了“病友”，
志愿者们为“渐冻人”所做的一
切，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蒲
公英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携手

“以岭医院”开展渐冻人护理培训
公益项目；和古北扶轮社等共同
主办“用爱解冻”渐冻人关怀活动
……通过一系列公益项目，呼吁
社会各界人士关注渐冻症，关注
病友和他们的家庭。

一直“信自己”的寿文清偶
像是澳大利亚“海豹人”尼克·胡
哲。2010年，尼克在华东师范大
学演讲，朋友给她弄了两张票，
在听完尼克的演讲后，寿文清非
常震撼。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个
没有四肢的人，居然会骑马、踢
球、冲浪、打高尔夫，甚至会开游
艇。尼克那种坚韧的毅力和享
受生活的乐观态度，深深感染了
寿文清，并影响了她的一生。

“‘一个行动不便的普通人’
是我这么多年来对自己的定位，
疾病只是人生的插曲，并不能成
为生活的主旋律；轮椅只是代步
的工具，而无法成为禁锢我们的
牢笼。”寿文清祝愿所有的病友
都能常怀感恩之心，活出属于自
己的精彩。

九旬老伯街头摔倒 他带着儿子“教科书式”救人

父亲节，这样的爸爸才是“模子”

当年毕业时的寿文清和妈妈。 受访者供图

“轮椅无法成为禁锢我们的牢笼”
上海90后“渐冻人”努力学习如愿当上翻译

王永镇（右）在帮助受伤老人。 受访者供图

父亲节当着儿子的面救人
昨晚5点20分，在陪儿子参

加完早教后，王永镇打算和家人
一起回家吃饭，突然看到前方有
市民围观。一开始他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发现地上有
一摊一米多长的血迹，觉得有人
可能需要帮助。在征求家人同
意的情况下，他下车拿取了车上
常备的急救包，来到事发现场。

此时此刻，已有一名女生和
一名身穿红色衣服的先生跪在
地上，用抹布帮助老人止血。却
因为缺乏急救物资，显得心有余
而力不足。王永镇的加入成为
成功急救的关键因素。他告诉
记者，自己先是询问了老人摔倒
的原因，当了解到老人是走路时
突发性摔倒，再查看了老人的头
部有开放性伤口后，立即用纱布
和绷带为其做了包扎。

地上的鲜红的血蔓延开来，
倏地抬头，王永镇突然察觉老婆
就带着3岁多的儿子站在一米开
外。儿子对妻子说了句，“这个
爷爷流了很多血”，之后便默不
作声，静静地观察爸爸救人。

“说实话，我本意不想让孩
子看到地上的鲜血，这对一名孩
子的冲击有点大。但我转念一
想，这未必不是一个言传身教的
最佳场景。”王永镇事后回忆说。

在为老人做了伤口的清创
和包扎，检查其有无其他受伤和

骨折，确保老人没有问题后，几
人一起把老人扶起来。渐渐地，
老人恢复了一些意识。眼前的
这名九旬老伯双耳佩戴助听器，
显然是名失聪老人。“那个血是
怎么回事，我怎么了？”“我能走
了吗？”“我要回家”……没有手
机，也背不出电话，再加上耳背，
与老人的沟通非常困难。恢复
神智后的老人有点语无伦次。

几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
了。在王永镇、民警及热心市民
的帮助下，众人将老人转移至附
近的台阶上，稍作休息，等待救护
车的到来。在此期间，王永镇和
家人一直守护在老人身边，避免
再次发生意外。最后，众人将老
人移交给了医护人员。这时，王
永镇才带着妻儿默默离开。

回到车上，在现场没多作声
的儿子扭过头对王永镇说了一
句，“爸爸，厉害！”因为年纪小，
儿子无法用更完整、更华丽的词
来表达钦佩。短短的四个字却
在这位80后爸爸心中激起了一
丝涟漪。

把公益的种子传承给儿子
让人欣慰的是，被及时送到

医院的老人如今已脱离生命危
险。“当时老人流了差不多300ML
血，如果不止血的话可能有生命
危险。”王永镇说，“其实救人的
时候没想那么多。围观的市民
说，你们是好人。我觉得这是举

手之劳，我有这个能力、有条件
和设备，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帮助
别人。这也是公益人一以贯之
的理念。”

1982年出生的王永镇是上
海民安防灾减灾志愿服务中心的
负责人，曾反盗反扒90多次，消防
救助50多次，应急救助110多次，
还曾获得全国道德模范、见义勇
为模范提名奖。救人对他而言并
不陌生，但唯独这次却分外特别，
因为是“第一次带着儿子救人”。
他曾经领了不少奖，但那时儿子
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现如今却
当着众人的面得到了儿子的点
赞，让他倍感欣慰。

王永镇回家后十分感慨，
“我并不是有意地要带着孩子去
做这件事。我觉得，这样的做法
会把一种精神言传身教地传递
给儿子，将来他长大了也会是能
帮助别人的人。而非仅仅是用
嘴说。是真实地让他在第一线
看到爸爸如何见义勇为。”

在王永镇看来，家风是可以
传承的，比如自己跑长途汽车的
老父亲就曾和他提起过自己援
助其他驾驶员、路人的故事。“他
曾经看到盘山公路上有车辆侧
翻，赶去救援。而我母亲也曾抱
着被火车撞伤的孩子，拦下马路
上的汽车，将孩子送往医院。他
们的以身作则在我心里种下了
一颗种子。如今，我也希望将种
子传承给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