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最现场
42022.5.16 星期一 责任编辑：马军/版面设计：管继承/责任检校：林卫平

新闻报料
扫二维码

新闻报料
扫二维码

小时记者帮小时记者帮

一对小男孩
深夜拖着拉杆箱捡瓶子

不久前一天晚上11时许，萧山所前派出

所接到邓女士求助，称在03省道上遇到两个

迷路的小男孩。

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华杰、葛泽锋驱车

前往。在一辆红色轿车边上，他们见到了孩

子们及守在旁边的邓女士。

邓女士说，她开车路过时，看见一大一小

两个男孩拖着拉杆箱在路边走，旁边没大人，

“这么晚了，我担心他们迷路，找不到家。”

华杰问孩子：“小朋友，你家住哪里，为什

么出来？”

两男孩中稍大一点的一个回答：“我们老

家是广西，就住在附近，正在捡瓶子。”

经了解，两个小男孩一个 8 岁一个 4 岁，

是两兄弟，目前跟父母住在临浦。父母在厂

里工作，时常不在家，主要是奶奶照顾两兄

弟。

想爸爸妈妈轻松一点
多陪陪自己

兄弟俩之所以半夜出来，是想着父母赚

钱不易，就趁奶奶睡熟，偷偷溜出门捡瓶子以

贴补家用，最终的目的是“想爸爸妈妈轻松一

点，多陪陪我们”。

当晚 10 时 30 分许，看奶奶睡下，兄弟俩

拉着行李箱出了门。由于附近光线昏暗不

清，兄弟俩决定走远些，去有路灯的地方捡瓶

子，就这样来到马路上。

民警到的时候，孩子们的拉杆箱里已有

七八个易拉罐和瓶子。

晚上的03省道上，工程车比较多。身边

是穿梭的车流，两个小男孩自顾自低头捡瓶

子，十分危险，幸亏被邓女士及时发现。

两孩子穿得单薄，上身还是短袖，弟弟靠

在哥哥背上瑟瑟发抖。

华杰让同事葛泽锋从车里拿来军大衣，

披在两个孩子身上。

“听他们说起深夜出门的原因，有点心

疼。哥哥才8岁，跟我的女儿一般大，我很有

感触，也理解兄弟俩的感受。”华杰说。

家人听说孩子半夜捡瓶子
都很惊讶

华杰和同事决定送男孩们回家。

孩子对家庭住址的描述模糊不清，但队

员们还是凭借对辖区的了解，慢慢开着警车，

最终将这对兄弟送回家中。

此时，孩子的家人们都还没发现两个儿

子不在家。

等华杰和同事敲开门，这家的大人又心

疼又后怕，连连道谢。

“我跟孩子爸爸都是在工厂里上班，三班

倒，平时都比较忙，确实照顾不到孩子，没想

到他们俩竟然半夜出去捡瓶子。”男孩妈妈

说。

这件事经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后，一

度冲上了当天的微博热搜榜。网友们评论也

很多。

热心读者纷纷给钱江晚报留言，其中不少

都夸小朋友懂事，也有的想帮帮他们家。

昨天傍晚，记者联系到了两个男孩的父

亲谢先生。

“我老家广西南宁，在杭州已经十五六

年，很多工作都做过，一直在做服装生意，现

在承包着一个服装厂，所以晚上会比较忙，孩

子妈妈会帮忙做一下厂里的事情，平常也会

照顾孩子们。”厂里不忙的时候，今年40多岁

的谢先生还会去跑滴滴增加收入。

记者给他打电话时，谢先生正准备接单。

“家里大人都不知道他们半夜出去捡瓶

子了。我知道后，也教育孩子们，晚上不能出

去，家里大人会担心的。平常家里的饮料瓶、

隔壁邻居的瓶子，奶奶都会留起来，卖掉给小

孩子买零食，小朋友应该是看到奶奶这样做

才去做的。”

谢先生说，两个孩子确实挺懂事的。

对于网友要提供帮助的想法，谢

先生谢绝了：“谢谢大家的好意，虽然

现在服装厂不好做，但平常我会跑

网约车补贴家用，趁年轻多赚点，现

在吃点辛苦应该的。我们家里并没

有困难到需要接受帮助的地步。我

们会一步步脚踏实地好好干，也会尽

量多抽点时间陪孩子，会好好生活的。”

8岁带4岁
杭州两兄弟
半夜上街捡瓶子
想贴补家用，让父母有时间多陪陪自己

去年 10 月 25 日，李甜和老公在长河街道长江路

1911 号博邑商业中心租下店铺，主要做火锅餐饮，名叫

“长河头”。

初入此行，夫妻俩从头学起，总共投入了93万。

今年 4 月，店铺重新装修，经营品种增加了小龙虾、

炒菜、烤肉等。

夫妻俩挺拼的，每天下午4点开始营业，一直到次日

凌晨一两点。

“今年1月那轮疫情，店差不多停了一个月。后来疫

情反复，店里断断续续开门，没开多长时间，每天都在

亏。去年店里还有不少员工，现在就剩两名服务员和一

个阿姨。厨房是我们夫妻自己在做。”尽管很难，李甜也

没有考虑过转租，她打算坚持下去，毕竟花了不少心血。

看到门口被贴招租公告，李甜气得不行。

这不是第一次了。2020 年，李甜开早教机构，主营

晚托和英语辅导，“招生很快满了。”没想到，去年6月，门

上被贴了“旺铺出租”。一看，周围店铺也都被贴上了。

李甜按公告上的电话拨过去，对方不承认。这事不

了了之。现在开餐饮店，没想到又遇到同样的事情。李

甜去调监控，发现店门口两个人，一个骑着共享单车在放

哨，另一个眼疾手快地张贴小广告。

李甜用租客的身份拨打了纸条上的电话，并录了音。

“我想租这个店铺。”

对方是个年轻小伙子，态度挺好，“姐，这店铺就是价

格有点高，租金25万，转让费30万。”

李甜说：“价格可以商量的，能不能先看一下店？”

对方各种推脱：“看不了。”“我人在萧山，过不来”。

接着，小伙子进入主题：“姐，你既然一直在找商铺，

缤纷街那边考不考虑？”他开始介绍手上的商铺，“觉得合

适的话，我们可以加个微信，我把地址发过来⋯⋯”

在李甜看来，这就是中介的套路。李甜挂了电话，越

想越生气，又拨打了过去，跟对方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以后不要这样了。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容易，但是你也

不能为了自己的生意，给别人造成困扰，太不道德了。”

小伙子态度倒是好的，一个劲道歉。

5 月 14 日，记者根据纸条上的联系方式拨通了电

话。电话那头的小伙子，承认自己是中介公司员工。

当记者表明身份后，小伙说“纸条是我贴的，以后不

这么贴了”。

小伙子自称云南人，23岁，来杭州半年，朋友介

绍做商铺中介，“贴小广告只是一个让别人找到

我的办法”，不过“贴了不少，一单都没成功”。

小伙子还说自己是学机电专业的，没找

到对口的工作。“做中介，也是自我挑战。”

他说，目前还在贴广告，若是再没有成交，

就准备进厂找份工“去搬砖”。

记者想提醒小伙子：干工作虽然重要，但

不应损害他人的利益，如此以假象来“引流”

的做法，损人最终也不利己。

正常营业
突然被贴“店面出租”
杭州小店提醒同行当心被中介套路

心酸心酸

郁闷

杭州萧山这对小男孩的故事，让人心酸。

8 岁哥哥带着 4 岁弟弟，深夜偷偷跑出家门，去捡瓶子贴补家用，这样“爸爸妈妈就可以有

时间多陪陪自己”。

好在兄弟俩被热心路人发现及时报了警，派出所民警将两个小男孩送回了家。

这事经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后，一度冲上了5月15日的同城热搜榜。

昨天傍晚，记者联系上了孩子的家人，家人通过钱江晚报回应了网友们的关切。

本报记者 杨一凡 通讯员 项韦莉 张伊娃 张琳

本报记者 杨茜

“我的店经营得好好的，门口怎么贴上了一张招租信

息？”杭州滨江的李甜，这几天心里堵得慌。

前几天下午，李甜到店里开门，发现大门上贴着一张

白纸，上面写着：“店面出租，只餐饮，诚意来询。”并附有

一个手机号码。

自己明明没有出租店面的打算，这是不是有人搞恶

作剧？

半夜，两个小孩还待在路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