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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文 李卫超/图

昨日，64岁拾荒老人姜
兰菊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
地，她将捡到的那 2000 元
现金如数还给了失主。她
说：“钱不是自己的，花着也
不安心。”

姜兰菊靠捡废品生活，捡
一个饮料瓶挣8分钱，她每月
能捡近500个瓶子，挣40元
左右。2000 元钱是她需捡
25000个瓶子的收入。可是，
当这份意外之财真正“砸”到
她时，她却没有犹豫还给了
失主。

拾荒老人捡到2000
元现金

23日17时许，租住在洛
龙区安乐村的姜兰菊像往
常一样，到中国国花园里

“淘宝”。捡了 20多个饮料
瓶后，她在园内篮球场附近
一座位下看到一个旧的黑色
钱包。

姜兰菊上前拾起钱包，打
开一看，钱包里装着一沓百元
钞票。

“1、2、3……20！”姜兰菊
一口气数完，发现百元钞票足
足有20张！

在钱包里，姜兰菊还看到
一张地址为洛龙区关林镇大
西村的白先生的身份证，和一
张写有4个电话号码的纸片。

姜兰菊判断：这个白先生
应该就是失主了。

姜兰菊没有手机，没办法
马上联系失主，只得先将钱包
带回了家。

不会用手机，他们请
房东帮忙找失主

19时许，姜兰菊的丈夫
商捞子回到家，姜兰菊忙把捡
钱的事儿告诉了丈夫。

看着摆在桌子上的破旧
钱包，老两口分析：钱包这么
破旧，失主肯定不是有钱人，
这钱肯定有急用。他们很快
达成共识：得赶快找到失主，
把钱还给人家！

商捞子有个破旧的手机，
但他不太会用。拿着手机琢
磨了半天也没琢磨出名堂，他
们决定向房东求助。

昨日一大早，姜兰菊和商
捞子就找到房东，请求他帮忙
电话联系失主。

他们按照纸片上的4个
电话，一个一个打过去，打到
第3个电话时，联系上了失主
白先生。

昨日8时许，白先生拿到了
失而复得的2000元钱。他说，
这钱是他刚从亲戚那里借来的，
用于孩子的婚房装修。23日他
去过商场、公园等地，晚上回到
家才发现钱包不见了。“心想是
找不到了，愁得一夜没睡好觉。”
白先生说。

“钱不是自己的，花
着也不安心”

昨日11时许，记者来到

姜兰菊的租住处。一间不足
10平方米的小房子塞得满满
当当：一张床、三个老式衣柜、
一台风扇、锅碗瓢盆……最值
钱的东西，就是摆在房间西北
角的一台用了12年的 21英
寸电视。

姜兰菊说，她今年64岁，
老家在伊川县中溪村，2007
年跟着丈夫来到洛阳。现在，
丈夫是中国国花园的一名园
林工人，每月有1080元的工
资，她就每天到处拾荒，贴补
家用。

“我每个月能捡四五百个
饮料瓶，每个瓶子挣8分钱，
一个月能挣40多块钱。”姜兰
菊说。

2000元钱，对姜兰菊来
说，需要捡25000个饮料瓶；
按照她的“工作进度”，得捡
50个月。老两口身体不好，
为了节约生活开支，他们平时
很少买菜，“大多是捡菜贩扔
下的菜”。

可就是这样，老两口依然
找寻失主，如数归还现金。姜
兰菊说：“钱不是自己的，花着
也不安心，只要我俩身体好，
吃啥都是香的。”

拾荒老人捡钱如数归还失主

2000元现金，
是她捡25000个饮料瓶的收入

□ 洛谭

每捡一个瓶子挣8分钱，
却为了将捡到的2000元钱还
给失主费尽心思。这样的故
事我们看过不止一次，但依然
会感动，因为真情会打动每一
个人。

生活在困境中的这对老

人，何尝不愿多点儿经济来源，
哪怕多挣8分钱也是好的。但

“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要”，一个
拾荒老人朴素的人生信念尽现
其中，其自尊、自强的言行令人
动容，令人敬佩。

给他人带来希望带来爱，
就是为自己点燃生活的光
芒。当他们将捡到的钱交到

失主手中时，分明感受到了无
穷的快乐。

给 予 ，是 欣 慰 更 是 幸
福。这对艰难生活中的夫
妻，用朴实、执著的人生态度
来彼此鼓励。

当诚信与爱无限传递，动
情的故事便在城市的四季、城
市的每一个角落上演。

当诚信与爱无限传递

□记者 杨文静 文/图

日前，2013年世界闽南
文化节在福建省的泉州市举
办，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组织
包括本报在内的全国14家晚
报的20名采编人员到泉州采
风。都说泉州和洛阳渊源深
厚，本报记者自然要在这里找
找洛阳的痕迹。

最浓重的洛阳痕迹在哪
里？不是德化陶瓷上盛开的
牡丹，而是泉州市东北郊洛
阳镇洛阳江上的洛阳桥。

当地地方志记载：西晋
末年中原战乱不止，大批汉
人士族南渡入闽避乱，部分
辗转来到泉州，沿江安居。
唐初和唐末，又有大量中原
士族因战乱南迁至此。中原
士族南迁于此后，因思念家
乡而以“洛阳”命名此地，洛
阳江、洛阳桥也因此得名。

怪不得，《泉州晚报》的
同行见到本报记者都亲切地
说：“这是咱的老乡！”

19日上午，在洛阳镇文
史研究会会长陈德杉老人的
带领下，我们沿着洛阳街来
到洛阳桥。一座巨大的蔡襄
石像在桥东望江而立，守着
蔡襄于公元1053年（宋皇佑
五年）主持修建的洛阳桥。
桥上石塔浮雕上有“月光菩
萨”，传说“月光菩萨”额上曾
有夜明珠，能照亮整个洛阳
江水面。

洛阳桥为石构平梁，南
北走向，初建时桥长1200米、

桥墩46座，如今桥长800多
米、桥墩34座。它和北京卢
沟桥、河北赵州桥、广东广济
桥并称我国古代四大名桥，
也有“北赵州，南洛阳”之说。

正值退潮期，洛阳桥的
船形桥墩露在水面上，嵌在
石头里的牡蛎清晰可见。

当年，为将石块连成桥
基，建桥者在石上种植牡蛎，
这些繁殖能力极强且无孔不
入的小生命很快就将桥基固
定得坚不可摧。据说，这是
世界上首次将生物学运用于
桥梁工程。

而为防止退潮的力量损
伤桥基，每一座桥墩下都有
一艘头尖尾方的“石船”。

1933 年，蔡廷锴率 19
路军入闽，将桥面筑以钢筋
混凝土并拓宽以利汽车通
行，对洛阳桥造成了不小的
破坏。如今，洛阳桥禁止通
车，桥上虽已重修了仿古的栏
杆及石狮子，但相传江水拍打
桥面产生的乐声已不复存在。

历经千年风浪侵袭，甚
至明朝8级地震的破坏，洛阳
桥依旧坚守着洛阳江，难怪
泉州人自称“站起来是东西
塔（泉州开元寺的千年石
塔），躺下去是洛阳桥”。

关于这座洛阳桥，有很
多传说，陈德杉说，这些传说
已入选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目前正在申报国家
非遗。（关于洛阳桥的详细介
绍，您可查阅 2008 年 7 月
22日的《洛阳日报》5版）

泉州那座洛阳桥

老两口简单的午餐和简陋的住所

大图：“月光菩萨”依旧静静地守着洛阳桥
小图：洛阳桥千年不垮，牡蛎功不可没

2013年世界闽南文化节在泉州举办
本报记者在泉州寻找洛阳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