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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见习记者 刘晓宇

两个多月前的一个夜
晚，倪先生带着小儿子在过
马路时发生车祸，二人当场
昏迷，后被两名陌生人送至
医院抢救。现在，父子俩已
经出院。昨日，倪先生拨打
洛 阳 晚 报 热 线 电 话
66778866，希望通过本报寻
找救命的好心人。

家住偃师市的倪先生
有两个儿子，7 月 15 日 19
时许，他拉着只有5岁的小
儿子由南向北过马路，刚走
到路中间，一辆由西向东行

驶的面包车朝他们撞了过
来。面包车先撞倒了小儿
子，又撞倒了倪先生，两人
当场昏迷。

“我再睁开眼时，已经躺
在了偃师市中医院的病床
上，医生告诉我，小儿子因为
伤势过重，被送往洛阳市区
的医院就诊了。”倪先生说，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
到医院的。

再次见到小儿子，已经
是10天后了。妻子告诉他，
小儿子的脾脏在手术中被摘
除，肝、肺、肾都有不同程度
的损伤，经过抢救，已经脱离

了生命危险。倪先生无比低
落，他告诉洛阳晚报记者，经
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孩子才
出院，两人的命等于是被捡
回来的，他一定要找到街头
救命的好心人。

倪先生听病友说，救命
的是两个年轻人，没留下
名字，有一个是瘦高个、大
背头，骑着踏板摩托车。
他辗转打听，却始终没找
到这两个人。无奈之下，
倪先生希望通过《洛阳晚
报》寻找救过他们父子的
两位好心人，一定要当面
谢谢他们。

三位好心人，
有人想通过本报找到您 谢谢您

父子车祸昏迷，俩年轻人出手相救

□记者 郑凤玲 实习生 是
远 通讯员 尤云飞

这 两 天 ，本 报 热 线
66778866和洛阳晚报记者
接到100多个电话，大家都
表示：我们很关心“毛毛”，我
们想照顾她！

12日，本报A14版刊登
《爸爸妈妈，我很乖，快来接我
回家吧！》，被父母丢在医院的

“毛毛”，牵动着众多市民的
心。当天，就有10多名市民
去医院看“毛毛”，更有一位张
女士表示愿意付清她的医疗

费，并愿把她抱回家代养，等
她的父母来了，再送回来。

12日，一直照料“毛毛”
的儿科护士长齐宝珠终于联
系上了“毛毛”的爸爸，他表
示还在为“毛毛”筹医疗费，
过几天就去医院看“毛毛”。

那么，“毛毛”能被好心
市民收养吗？洛阳晚报律师
帮帮团成员、河南中冶律师
事务所律师鲁辉说，如果“毛
毛”的父母一直找不到，医院
可以协调民政部门，把“毛
毛”按孤儿身份对待，由政府
部门收养，符合条件的市民

则须办理相关法律手续进行
收养。但是，目前“毛毛”的
父母还没有彻底失去联系，

“毛毛”不能被收养。不过，
如果她的父母一直不来接
她，将涉嫌遗弃罪。

如果您想去看“毛毛”，
可直接到东方医院（河科大
三附院）儿科，如果您想帮她
回家，请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66778866或本报记者的手
机 13663880419。我们也
相信“毛毛”的爸爸妈妈，
会早点儿来医院把孩子接
回家。

女婴“毛毛”的命运牵动着大家的心

她爸爸联系上了，说过几天来看她

□记者 邓超 实习生 是远

9日，一辆满载家具的
货车在山腰上着火了！就在
车上人员手忙脚乱之时，驾
车路过的一位好心人拎来灭
火器，还帮着从火中抢卸家
具。货车车主致电洛阳晚
报，希望找到这位好心人，当
面说声谢谢。

市民胡先生跑运输已有
十几年。9日21时许，胡先
生开着平板货车，拉着一车
家具往汝阳县去。开过伊川
县，刚到汝阳县地界，坐在副
驾驶座上的同事将烟头随手
往窗外一扔，并关上了车窗。

此时已进入山区，胡先

生偶尔瞟了一下后视镜，惊
出一身冷汗——车后竟蹿起
了火苗！

他急忙将车停在路边，
和同事跳下车就往车后
跑。火苗借风，已逐渐蔓延
开来。

这大晚上的，火是咋引
起的？他们推测，家具都用
纸箱包着，很可能是胡先生
的同事扔烟头时，烟头不慎
被大风吹到了车后，引燃了
纸箱。

胡先生从车里抱出灭火
器，向火舌喷去。灭火器用
完了，火势只是稍微压制了
一些。

此时，对面驶过来的一

辆轿车停了下来。“伙计，
别慌，我车上的灭火器你
们先用着！”轿车上下来一
名中年男子，拎着灭火器
就过来了。

经过十几分钟扑救，明
火终于被扑灭。因怕连带着
车辆受损，需要把还闪着火
星的成箱家具都卸下车。这
名中年男子一直帮忙，家具
卸完后悄悄离开。

“如果没这位大哥帮
忙，不光是车上家具，连我
的车可能都保不住了。”胡
先生说，他很想找到这位
好心司机，除了当面感谢，
还要还给人家一个新的灭
火器。

货车夜间着火，他拎来灭火器帮忙

□记者 杜武 文/图

老城区高平南街的张
先生和老伴儿，收拾完家
中的物件，很快就要离开
旧宅了。昨日，两人特意
邀来洛阳晚报记者，为他
们和家里的燕子窝拍合
影，留纪念。

张先生家的房顶上有
六七个燕子窝，燕子每年都
按时飞回来，仿佛家里的
一部分。张先生说，六年
前，一群燕子选定他家定
居，每天啄泥做窝，看着十
分有趣。燕子们还会相互
帮忙，大的燕子窝，由好几
对燕子合力建造，还要不
断地修补。几年来，张先
生家的燕子窝越搭越多，
有邻居曾建议他拆掉，可他
舍不得，而是跟老伴儿一起
用心呵护，就连从窝下走
过，都轻手轻脚的，生怕打

扰了燕子。
张先生说，两年前，其

中一对老燕子死掉了，剩下
了几只小燕子，他和老伴儿
想尽一切办法喂养，最终没
能留住它们的生命，老两口
儿为此伤心了好一阵子。

去年燕子最多时足有
58只。夕阳下，燕子们落
在院里的晾衣架上休息，轰
也轰不走，张先生用谷物喂
它们，可是挑剔的燕子只吃
小虫等活食，不吃粮食。

每年，燕子都会在春天
按时飞来，几年来修修补
补，也繁衍了很多小燕
子。随着古城保护与整治
项目征迁工作的进行，张
先生一家积极响应，率先
搬家。他的老伴儿说，明
年燕子飞回来时，该找不
到家了。不过，老城的面
貌会变得更好，燕子也会
找到更好的归宿。

要搬走了，
燕子窝下留个影！

该走了，留个影

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征迁工作正在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