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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6个多月大的男婴突然快不行了。

手足无措的父母抱着孩子急哭了，幸亏路过的退伍军

人姚俊生一行和杭州高速交警出手相救，孩子最终转危为

安。

7 月 26 日，发生在杭州新业路秋石高架路口的这一

幕，让很多网友为姚俊生和高速交警点赞。

姚俊生今年39岁，老家安徽芜湖，曾是位工程兵，复员

后来杭州打拼。

24 日下午，他跟朋友准备去绍兴考察项目，开车经过

新业路口时，远远就看到有辆白色小车停在路边。

妈妈抱着小孩在路边，看起来很着急。过了不到一分

钟，爸爸也下了车，两口子急得要命。

不一会，爸爸哭起来了：“宝宝，你不要吓我呀！”

姚俊生心头一沉，下车跑了过去，“是一个很小的男

婴，可能还不到一岁，嘴唇发白，身体很烫，我检查了一

遍，发现孩子呼吸和心跳都很微弱，这个情况，必须赶快

急救。”

孩子父母说，他们是外地来杭的，对路况不熟悉。车子

快没油了，就把空调关了，后来发现孩子不对劲，赶紧停车。

姚俊生一边给孩子降温，一边准备做心脏复苏，朋友潘

曙龙去车上拿矿泉水给孩子降温：“孩子太小，做心肺复苏

跟成人有很大区别，我一手托着孩子背部，一手做心肺复

苏。做了几分钟后，孩子眼皮动了，缓过来一些。”

心肺复苏后孩子哭了出来，关键时刻警车出现了。

这是杭州高速交警支队民警鲍宸、章羽和辅警胡勇驾

驶的警车，“你们赶紧上车，我们马上送你们去医院。”

看到一家三口上了警车，姚俊生才放心。

民警鲍宸紧急联系杭州高速交警支队指挥中心，通过

指挥中心联系省儿保医院申请开辟绿色通道；车子一路疾

驰，在高速交警和地方交警的配合下，原本 20 多分钟的路

程，仅用了9分钟。

看着婴儿被医护人员抱进急救室的一刹那，大家都长

舒了一口气。

在医院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急救室内传来好消息，孩

子脱离危险。

7 月 26 日晚，当得知孩子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姚俊生

很开心。

昨天上午，记者联系上了孩子爸爸张先生。

张先生说，孩子送医后，经过检查没有大碍，医院建议

回家观察，“我们已经带孩子回了河南老家，现在状况很好，

感谢好心人和交警。”

本报记者 杨一凡 通讯员 李周龙 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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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一载，情深十年，寝食相共，旦夕互随，应祖国召，忍痛别离，分袂依依，骊歌绵绵。”

“今后三十年之国事，非吾辈青年负其责任又将谁属”。

“朋友这不会是我神经过敏吧，现在别了，话不尽的友情⋯⋯”

⋯⋯

一本泛黄的纪念册上，一页页记载了同学间临别的赠言。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意气风发、性

格迥异，从他们留下的字中就可以看出一二。

昨天，来钱江晚报分享这本纪念册的，是杭州读者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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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生在朋友圈看到了一篇《请把字写好，再谈书法》的文

章，觉得甚有道理，于是翻出了父亲留下的这本册子。

“看里面的落款，应该是1944年的事情。”施先生说，父亲出

生于 1923 年，1944 年 21 岁，他的同学应当也是相仿的年纪，大

家都写了一手好字。从纪念册内容来看，是同学毕业时互留的

赠言。

“我父亲小时候，字写得好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

每个人都写得很好。”

施先生老家在湖州，湖笔正是当地的特产。“父亲去世已经

有十来年了，我记得他不仅字写得好，英文也很棒，数学、绘画都

不错，退休前单位里的宣传工作都是他负责的。”

和很多很多父亲一样，施老先生在世时鲜少和子女谈及过

往。后来，施先生从父亲的履历中看出，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有

过一段流亡生活，再后来考入江西一所中学，毕业后进入邮电管

理局工作。

这本纪念册落款的1944年夏，应该是父亲中学毕业的时间。

今年，施先生 98 岁的母亲去世了，收拾东西的时候整理出

来了这本纪念册，让施先生对少年时的父亲又多了一些了解。

纪念册第二页，是施先生父亲手写的英文，堪比印刷体。

施先生的朋友圈里，有很多书法爱好者，当他把这些“作品”

分享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写下这些字的“不是一般人”，人人

都是“大家”，书法造诣称得上自成一派。

从施老先生留下的册子来看，同学们除了字都写得很好，还

很有仪式感，有人认真贴上了自己的一寸照，有人在落款处留下

了私章。

不仅书法可欣赏，内容也可读，字里行间藏着少年们迥异的

性格。

有的人工工整整写下：“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有人满怀壮志留言：“今后三十年之国事，非吾辈青年负其

责任又将谁属”。

有的人说自己和施老先生同窗两年，“终于使我看出你的个

性是个火炮，若一旦惹怒了你，你的火就要烧得很大”，让人不禁

有些好奇他们之间的故事。

70多年前的往事都存在了这本纪念册里。

施老先生珍藏多年的这本纪念册，留下了少年时代的风华。

更让施先生感慨的是，如今的年轻人，字写得好的不多了，

“现在很多人把书法当成一门艺术来学。”

施先生向记者分享这本纪念册和背后的故事，是想呼吁更多

人，重视传统文化，并要活学活用，正像他认可的那篇文章里引用

的何绍基所说：“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

本报记者 黄伟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