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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1300元环卫工捡钱包拒酬谢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驻葫芦岛记者胡清报道 清晨打扫卫
生时，突然捡到一个钱包。尽管妻子
残疾、妻儿都靠低保生活，可老实巴
交的他连钱包都没有打开就先后通
过超市店主和物业工作人员帮助寻
找。几经努力终于找到失主。面对
失主的 100 元致谢，原本不想收下但
后来物业人员告知其拿着才收下。
面对有人询问为啥不自己留下，他却
说：“家里多困难也不能拿这钱，这是
做人的根本，否则良心不安！”

这个拾金不昧的环卫工人叫徐
绍礼，今年 57 岁，是葫芦岛市连山区
环卫处临时工，负责天化路一段的清
扫保洁工作。

昨日，谈及捡到钱包完璧归赵，徐
绍礼把此事看得很淡：“事情都过去
了，别人丢了钱包不得多着急，捡到了
必须送还失主。另外，人应该换位思

考，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
徐绍礼说，老伴儿身体残疾，不

能干重活儿，儿子 16 岁，初中还没毕
业就辍学了。目前妻子儿子都是低
保户。一家人主要靠其每月 1300 元
工资生活。

几天前的清晨，徐绍礼像往常一样
来到片区清扫保洁，当来到上东盛景附
近超市大墙外时，他看到一台共享单车
车筐里有个黑色钱包。前后左右附近
看了看，也没见有人来找。“我马上意识
到这肯定是有人把钱包落到车筐里了，
必须得想办法找到失主！”

徐绍礼拿起钱包，都没有打开就
直接来到附近超市说明情况，想请求
店主帮忙寻找。可店主称也不知道
怎么找失主。无奈，他拿着钱包走出
超市。当时将近 8 时，附近上东盛景
B 区门口的物业公司已经上班，徐绍
礼来到物业公司求助。说明来意后，

工作人员和徐绍礼一起打开钱包，看
到里面有现金约千八百元，还有身份
证、银行卡等。有了身份证，工作人
员想拨打110求助民警寻找失主。“咱

再找找看！”有人提议。几人又仔细
翻看包内物品找到一张名片。物业
工作人员按照上面电话号打过去，经
询问得知正是失主，而这时对方称没
有丢，钱包还在车里。工作人员让其
回车内看看，对方这才得知钱包确实
不见了。

不一会儿，失主赶到物业公司对捡
包的环卫工人表达感激，并拿出100元
钱作为酬谢后取走钱包。“当时我不知
道对方拿钱干啥？后来他说是谢谢我，
就当做车路费了。这时物业人员说让
我拿着，我这才接过来。”徐绍礼说。

失主说，当日早晨骑单车去上班，
他把钱包放到车筐里，到单位时由于着
急，锁上单车后钱包忘记拿了。“徐大哥
的做法让人感动，值得弘扬和学习。”

据上东盛景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季仲凯介绍，徐绍礼捡到钱包主动寻
找失主的行为很快在物业公司传开，

大家纷纷表示徐绍礼的举动让人感
动，值得学习。

连山区环卫处清扫班班长王莲
得知徐绍礼捡到钱包还给失主后感
到很高兴，也为这种正能量行为点
赞。“徐大哥来到环卫处工作两年半，
工作踏实肯干，同事对他印象都特别
好。他的家庭挺困难，主要靠他每月
1300 元工资生活。可捡到钱包能主
动上交寻找失主，真的让人感动。他
是我们环卫工人的骄傲！”

王莲说，去年徐绍礼出过一次车
祸，目前肩胛骨处还打有钢板。尽管
家庭困难、身体也不好，可他干活从
不耍滑，思想境界更高尚。几年前的
一天，徐绍礼在连山大街红星路口站
点保洁时，还曾经捡到到过一个钱
包。没等来失主，他就近找到一个交
警帮忙寻找。后来在交警帮助下找
到失主，失主给钱他也没要。

多次拾金不昧的环卫工人徐绍
礼。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
岛记者 胡清 摄

七年教唱 她将自闭小伙带上央视舞台
每个周二上午，在沈河区少年宫

里都会有一堂特殊的声乐课。授课老
师一丝不苟，和蔼可亲，上课的学生却
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位成年小伙子，
但是他有着孩子般纯真的笑容……

这位声乐老师叫李璐，这个来少
年宫学唱歌的小伙子叫金驰，是一位
患有自闭症的大男孩。7 年，李璐用
自己的爱心和坚守教会了自闭症大男
孩金驰歌唱，并且带着他走上舞台，如
今他们已成为央视舞台上一对小有名
气的特殊师生。

26岁小伙走进少年宫求教

2012 年 9 月的一天，李璐正在少
年宫上课。这时一位中年女士带着一
个小伙子走进她的办公室，“李老师，
我听说您教声乐教的好，请您教教我
儿子吧！”李璐惊讶地看着眼前的这对
母子，“可是这里是少年宫，只教孩子
不教成人呀！”这时眼前的这位母亲含
着泪说：“我儿子是个自闭症孩子，他
喜欢音乐，我觉得或许音乐能帮他打
开心灵的大门……”李璐这才注意到，
眼前的小伙子低着头，坐在那里一言
不发，面无表情，和他打招呼不仅不吱
声，还躲闪着李璐的目光，拒绝眼神的
交流。

原来这个小伙子叫金驰，26 岁
了。从小他就“与众不同”，后来在北
京被确诊为自闭症。年幼的金驰无法
就读于正常的小学，又常被同龄的孩
子欺负，于是爸爸妈妈先后辞去了工
作，用全部的爱来抚养他长大。二十
多年来，这个自闭症家庭所经历的艰
辛是别人难以想象的。随着时光的流
逝金驰逐渐成长为一个帅气的小伙
子，但是那颗“封闭”的心灵却始终让
他与他人、社会难以完全相融。一次
偶然的机会，妈妈发现金驰非常喜欢
唱卡拉OK，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或
许音乐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

听罢金驰一家的经历，李璐被深深
地打动了。从来没有接触过自闭症儿
童的她当即答应教金驰唱歌，每周一堂
课，而且免费教金驰。“我也是一位母
亲，我能理解金驰妈妈的心情。虽然我
从来没有教过这样的孩子，但是我还是
想大胆一试。无论结果怎样，我都想尽
全力试一试。”李璐回忆说。

一个微笑教了三年

教一个对音乐零基础的自闭症大
男孩唱歌，其难度完全超出了李璐的
预想，虽然她有心理准备。首先，她必
须与金驰拉近距离，让金驰不再拒绝
与她交流。为此，李璐特意研究了自
闭症儿童的一些心理教学，让自己尽
快地成为金驰信任的人。接着李璐发
现，金驰唱歌完全不在调上，找调就找
了好久。李璐一次又一次地帮他换
调，为他示范。李璐还创新了一下教
学方法，让金驰先用”啊“这个音代替
歌词唱，等找到调了，再替换成歌词。
就这样，几个月来，金驰对唱歌找到了

感觉，这对师生之间逐渐有了默契，李
璐也有了继续教下去的信心。

自闭症的孩子通常不会表达情
感，所以往往不会笑，金驰起初就不会
微笑，可是在舞台上一个歌手怎么可
以没有微笑呢？于是每堂声乐课，李
璐都会不厌其烦地教金驰在镜子前微
笑。起初金驰笑得很假，李璐却觉得
金驰笑得非常非常可爱，像一个天真
的孩子。她就用手在金驰的脸上帮他
摆出微笑的样子……就这样，3年后，
李璐终于教会了金驰微笑。

一同走上央视舞台

随着时光的流逝，金驰的演唱技
巧不断提升。不仅如此，李璐为了让
金驰找到自信，融入社会，开始带着他
走上舞台，参加各类演出。2015 年，
沈阳市举办歌王舞王争霸赛，李璐鼓
励金驰报了名。比赛那天，金驰很紧
张，手在发抖，于是李璐拉着他的手，
一起走上了舞台，共同完成了演唱。
虽然没有进决赛，但是金驰在舞台上

找到自信。李璐对他说：“金驰，你是
一个演唱的天才，我要带去中央电视
台演唱，登上最大的舞台！”金驰兴奋
地说：“老师，我行吗？真的能去吗？”

“行，你一定行！”
2017 年机会真的来了。2017 年

初，受央视一档节目的邀请，李璐带着
金驰一同踏上了进京之路。在央视的
舞台上师生二人合作演唱了歌曲《国
家》，获得了银话筒奖。当观众们听罢
这对师生的故事，无不为之感动。已
经 31 岁的金驰在舞台上向李璐深深
鞠了一躬，然后和李璐拥抱在一起。

“自闭症孩子都有希望”

李璐说，这7年来金驰变了，变得
愿意与人主动交流了，而且还能协助
老师教学了，当起了李璐的助教。”让
一个自闭症孩子说喜欢你是非常难
的。但是他用行动表达出了对我的喜
爱。他发现我嗓子哑了，就主动提出
去给我买药，他开始懂得去关心人、照
顾别人了。“

金驰的妈妈介绍，现在金驰可以自
己买菜，做饭，交电费，还能陪父母去看
病和护理父母，完全具备基本的生活能
力。看到金驰的进步，看到金驰变得开
朗了，妈妈无比的欣慰，也由衷地感谢
李璐老师。“有时金驰看到总有家长带
着孩子来找李老师上课，他怕李老师太
累了，就告诉人家：李老师太累了，你们
找别人上课吧。其实他不是小心眼，他
是真的打心底里心疼李老师！”

李璐介绍，金驰的今天让她看到
了所有自闭症孩子的希望，或许音乐
真的能帮助这些星星的孩子打开心灵
的大门，逐渐融入人群与社会。为了
帮助更多的星星的孩子，目前她还在
少年宫组办了一个“小星星音乐康复
班”，以帮助更多的自闭症儿童走入音
乐的殿堂。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文慧

李璐老师和金驰在舞台上表演。 受访者供图

邻居齐种“虞美人”不想却是罂粟花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特派本溪主任记者金松报道“怎么
样大妹子，这花好看吧？”

“是啊，多亏老姐姐你要的花种
啊！你看咱们几家连在一起多漂亮
啊！不愧叫‘虞美人’啊！”

看着路边开得正鲜艳的花朵，本
溪桓仁光复村的王老太太等心里真
挺 美 。 可 这 些 民 警 又 是 来 干 什 么

呢？啥？要把这些花都铲掉？
7月 10日上午 10时许，本溪华来

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光复
村道边有几十棵植物花开得特别好
看，“不过仔细看却跟罂粟花有些相
似。”

民警急忙下车细查，发现这些种
在菜园子里的花不仅开了花，还都结
了果，而且正是罂粟花。

再一数，紧挨着一排，有5家菜园
子里都种了这花。

民警随即找到了这些花的主人，
却是几位上了岁数的老人。原来，春
节时王老太出去串门要回来些花籽，
说是叫“虞美人”，开花特别漂亮，邻
居老姐妹就分别在菜园子里种了些，
还别说开花真漂亮。

民警当即告诉几位老人，这并不

是“虞美人”，而是罂粟，也就是俗称
的大烟花，是制造鸦片的主要原料。
罂粟花虽然好看，但接触时间长也能
上瘾、中毒。

得知真相，几位老人配合民警一
起把这些罂粟花都铲掉了。民警又
找来附近居民现场说法，让大家了解
毒品的危害以及私自种植罂粟非法。

聋哑女被弃客运站
歪打正着找到亲人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
沈客户端特派本溪主任记
者金松报道 聋哑女子被
男友抛弃在客运站，救助民
警拍下照片发给其模糊发
音表达的地名所在派出所
求助，虽然实际上他们猜错
了女子的发音，但歪打正
着，有一处地址正是女子男
友家所在地，派出所民警认
出了聋哑女子。

7 月 6日下午 2时许，本
溪桓仁派出所接到热心群
众报警，有一名女子在桓仁
客运站徘徊，可能是找不到
家了。民警孙景坤、盖世超
马上赶到现场，“她就坐在
临 街 一 家 店 铺 门 前 台 阶
上。”

孙景坤告诉记者，之前
已经有热心群众问过女子，
从其反应中可以确认是一
名聋哑人，口中只能发出模
糊的声音，无法清楚表达。
民警试着用手比划与其交
流，该女子却不懂哑语。“我
们又试着在纸上写字，可是
她同样不识字。”

听着女子咿呀的声音，
却无法获得有效信息，怎么
才能帮女子找到家人呢？

“有围观群众就说了，她嘟
哝的是‘普乐堡’或是‘木盂
子’吧。桓仁还真有这两个
地名，我们就拍了照片发给
当地派出所。”

还别说，没多久木盂子
治安办民警闫吉双回信了：
她是木盂子镇村民穆某的
女朋友，并提供了穆某的电
话号码。可是，当孙景坤拨
通穆某电话后，穆某虽然承
认和聋哑女子是男女朋友，
但是已经发生矛盾分手，他
不再打算把聋哑女子接回
家了。

好在穆某提供了聋哑
女子父亲的联系方式，民警
与其父亲取得联系，约一个
小时后，其父亲赶到了女儿
身旁。

孙景坤说，据聋哑女子
的父亲“翻译”，女子与男友
分手后，没带手机、身上也
没有钱，因此在客运站前徘
徊多时。而其所“说”的，也
并不是“木盂子”或是“普乐
堡”，而是其家乡的村子名，
却没想到被误解后却正是
其前男友家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