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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时·温暖二十年

2002年5月30日9时至11时30分，洛阳市中心医院
（现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为甘肃农民吴满银、吴伟
伟父子进行了骨骼移植手术，将父亲吴满银身体内一块7
厘米的骨头，顺利移植到儿子吴伟伟体内。

“我眼含热泪写成了这篇稿子。”虽然事情已经过去
了10多年，但当年采写这篇报道的晚报记者胡越始终忘
不了那次采访，很多细节都被他脱口而出。

2002年5月29日中午，胡越在和市中心医院的朋友一
起吃饭时，这个朋友无意间提起，有个甘肃农民带着儿子去
他们医院看病，医生确诊他儿子患上了右股骨囊肿，这种病
吃药打针无效，手术是唯一的选择，要把坏的骨头切掉，再
植入新骨头，人工骨头的价格太贵，效果也不如用直系亲属
的好。这个甘肃农民决定截取自己身上的骨头给儿子，手
术定在第二天上午。

“我当时真的是打了个冷战。”胡越说，说者无心，听者
有意，朋友的一番话让他立刻意识到这件事情不能错过。
胡越马上没有心思吃饭了，拉着这个朋友就赶往医院。

病房里的采访时间不长，胡越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
转。这个名叫吴满银的甘肃农民话不多，显得很拘谨，胡越
问他害怕不害怕，吴满银憨憨一笑，脸上的“高原红”更加红
起来：“只要能救孩子，把我整条腿给他都行。”这句话狠狠
地击中了时年29岁、初为人父的胡越，采访结束时，哽咽的
胡越把身上的200元钱硬塞给了吴满银。

第二天上午，在胡越的再三请求下，他被允许跟随
吴满银、吴伟伟父子进入了手术室。“老吴始终紧咬着嘴
唇不吭一声，看着儿子。”胡越说，尽管医生对吴满银实
施了局部麻醉，但所有人都能看出来，锯子在他胯骨上
来回锯时他有多疼。

当年为吴满银父子主刀的医生李文学回忆，晚报的报
道发出后，除了引发许多媒体的关注，许多市民还自发为这
对父子捐款，到医院看望他们，报社、医院几乎人人捐款。

“不是我的稿子写得好，是吴满银对儿子的爱感动了大家，
父爱无疆呀。”胡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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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凡的父亲，为了
儿子，毅然将自己身体内一
块7厘米的骨头移植到儿子
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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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5 月 31 日《洛
阳 晚 报》1 版《父 亲 截 骨
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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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骨救子，父爱无疆

一道显眼的刀疤从右侧额头直插眉心，这是13年前那
个雪夜留给司马治国永远的印记。从刀疤下那不时抽搐
的眼睑可以想象到，歹徒有多么凶残。

“我算是死里逃生吧。”司马治国说，“如果不是车厢内
空间狭小，歹徒伸不开胳膊，那一刀非要了我的命不可。”

也正是这一刀，摧毁了一个22岁小伙人生最大的梦想。
当时，家中兄弟四人都还没有成家，二哥和四弟仍在

上学，排行老三的司马治国刚高中毕业，还是个临时工，全
家的经济收入仅靠父亲和大哥跑运输。

他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多挣点钱然后考大学。但养
伤期间，看到母亲愁得几乎一夜白了头，他便默默放弃了
这个念头。

“随遇而安吧，我很满足，也很感激。”他说，正是这次
见义勇为，他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后来还光荣地入了党。

由于与歹徒搏斗中失血过多，司马振伟留下了后遗
症。单位领导出于对他的照顾，很少让他再开车。

在工作中，司马振伟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干好每一
件事，服务好每一名乘客，因为在他的心中，总是装着“感
恩”二字。

当年父子三人受伤后，市政府极为重视，把他们接
回洛阳安排在最好的医院医治，市民更是纷纷向他们
捐款。时至今日，每逢过年过节，市领导和单位领导都
去他们家里慰问。这一切，让司马书定一家人始终心
存感激。

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最能体会人生的意义。如
今，已经 74岁的司马书定老人身体健康，在山东帮二
儿子带孩子。他说，学会感恩，是他们一家人最大的人
生收获。

见义勇为的他们，心里装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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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12日凌晨，

洛阳市一运集团责任有限公
司第三分公司职工司马书定
与两个儿子为保护乘客与数
名持刀歹徒展开了一场殊死
搏斗，客车里、雪地上，洒下了
他们鲜红的血迹……

2000年1月13日《洛阳
晚报》1版《碧血谱就义勇之
曲》

司马振伟获得的荣誉证书

报道刊出后，社会各界为父子俩献爱心 （版面截图）

（版面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