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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负责人说：
“两个瞬间，感动中国。这是媒体的
力量，也是真实的力量。我们相信，
这两张照片唤醒的，不仅仅是大众对
李桐、潘新夫妇的心疼感激，还有对
广大基层工作者的万分敬意。这也
是我们和辽沈晚报发起共圆英雄梦、
你戴口罩的样子真美等抗疫系列公
益活动的初心——发现、传递每一份
行动者的力量。我们相信，这辽沈
热土上，这样的瞬间，也不是个案。
我们会继续和辽沈晚报寻找发现更

多的好瞬间、好故事，发动社会力量，
一起为逆行者们做些什么。抗疫有
始有终，这份理解和感恩，将会化为
更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让整个社会
升温。”

“特别荣幸，能通过共圆英雄梦
活动认识李桐夫妇，更加荣幸，他们
能说出心底的小心愿，给我们一个机
会做些什么。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
限，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李桐’
们，你们的付出，有人记得，并且心怀
感恩。” 辽沈晚报记者 王鹏

战“疫”推婚期 他俩的睡姿照火了阅读量

3亿
本报独家报道的民警李桐和医生潘新的睡姿照火了。截至昨晚，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

多家中央级媒体新媒体阅读量已经达到3亿。
身患癌症的李桐母亲在网上看到两个孩子照片后说：“昨天一晚上没睡好觉，看一次哭一次，孩

子太不容易了。去年的时候，为了不耽误工作还能陪我，下班坐火车来医院，第二天早上再从医院返
回单位。”

李桐得知母亲化疗回家后，忙完手头的工作马上跟母亲视频聊天，这对互相牵挂的母子让人感动。
连日来，本报独家报道的民警李桐和医生妻子潘新两个人的睡姿照火了，在网上引起轰动，一度排

名新浪微博第五。

母亲眼中的李桐：细心孝顺 每次化疗他都记得
李桐父母住在瓦房店市杨家满

族乡二龙山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刚刚结束为期 8 天的住院化疗，说
话的语气显出身体十分虚弱。平均
21 天，往返 100 公里去瓦房店市内
的医院化疗让李桐母亲倍感疲惫，
身体乏力。

谈及李桐，今年54岁的母亲范新
华声音哽咽：“我觉得是我拖累孩子了，

俩孩子这么好，这么忙还得惦记我。”
回忆起李桐的童年，母亲显得骄

傲。“小时候李桐就是一个懂事听话
的孩子，从农村能考出去当上警察，
那是我们家最大的光荣。”李桐的细
心让母亲十分感动，每次化疗母亲是
不会告诉他的，怕影响他的工作。但
每次只要住上院李桐就会发来微信
询问母亲用药情况。

“我化疗注射的药需要在脖子上
埋针，每次都是提前一天让村里的赤
脚医生给埋好再去医院，这样可以省
一天住院的时间。李桐每次都记得
问我怎么样了。去年的时候，为了能
回家看看我，晚上从单位下班后坐火
车直接去医院陪我住一晚上，第二天
早上再坐早上的火车回沈阳上班，每
次他这么做我都特别难受。”

母亲患病曾想放弃治疗 李桐给母亲治疗信心
查出癌症转移以后，李桐的母亲

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治疗，因为看病
的花销对于他们家来说实在是有些
困难。“我们家就李桐爸爸在外面打
点零工挣点钱，家里的玉米地一年也
出不了多少钱。从结婚那天起，我们
就跟李桐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看我
这病也不知道最后得花多少钱，当时
我就跟我妹妹说不治了。没想到这
事让李桐知道了，马上就给他姨打电

话说：‘不管花多少钱都得给我妈治
病，我就是借钱也得治。’后来李桐跟
住院医生沟通后得知我的病有很大
希望，他更坚持让我化疗了。”

李桐夫妻俩的收入有限，对于母
亲治病需要的花销一下子也拿不出
那么多钱。正当一家人都处于困难
时，李桐的舅舅和姨凑了 45000 元钱
送了过来。

“当时我妹妹和我哥说，就是绑

也得给你绑医院去看病。这钱你有
就还，没有你就用着。”李桐母亲说。

“儿子孝顺，儿媳妇也好。两人
都不是沈阳人，一起在沈阳打拼太不
容易了，我平时不愿意告诉他家里的
情况。有一次化疗需要人陪护，那天
正好李桐爸爸工地有活，我就硬挺着
自己在医院让病友陪我，但我告诉李
桐是我妹妹陪护的我。”说完还不断
嘱咐记者不要告诉李桐。

母亲从小教育他要做好人 别人的东西不能拿
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李桐母

亲对李桐的教育是影响他一生的。
李桐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去邻村玩，
不一会儿只有李桐一个人孤零零地
回到家。母亲问起原因，李桐说：“他
们去别人家的地里吃香瓜了，我就回
来了。”说完母亲摸了摸李桐的头夸
奖了他：“别人家地里的东西没告诉

人家你就吃，那就是偷，如果想吃妈
妈给你买。这一生一定要做个好人，
不 能 做 坏 人 ，坏 事 是 越 做 越 大 的
……”

普通的基层民警收入有限，可母
亲的病也不能耽误。只要母亲住院
李桐就转钱给母亲，“不单单是住院
的时候李桐给我转钱，有时候过三八

节、母亲节都给我转钱。我合计俩孩
子在大城市生活也不容易，每次给我
转钱我也不收。后来，李桐就生气
了，直接转钱给他爸，然后让他爸给
我买蚕蛹补身体。”李桐母亲说。

“潘新对我也特别好，那孩子没
啥事在网上买点生活用品就直接给
我邮过来，可惦记我了！”

网上看到俩孩子的照片 母亲看一次哭一次
看到两个孩子照片在网上火了，

当时李桐母亲还在医院化疗。“我家
的一个邻居给我发过来的，我打开一

看是这俩孩子，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
了。这一晚上我都没怎么睡好，一会
儿打开看一下，看一次哭一次。这就

是他俩的工作，做这些都是正常的，
但当妈的看完还是心疼……”说完李
桐母亲再次声音哽咽。

同事眼中的李桐：他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
沈阳市皇姑分局民警孙达是李桐

的同事，俩人虽然年龄相差几岁，但私
人关系不错。两人的睡姿照片也是孙
达最先发现的。孙达说：“我们都称呼

他是一个停不下来的小李。”
最初与他相识是在一次工作中，

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太勤快了，做事
雷厉风行。前天从网上看到她两口

子的照片上了热搜，我也很开心。当
时我就发微信：“婚礼推迟没事，你啥
时候办婚礼我就啥时候去你那儿吃
喜酒。”

领导眼中的李桐：与16名年轻同事轮岗锻炼
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党组成

员、政治处主任张剑接受记者独家采
访时表示，李桐同志舍小家为大家，是
分局非常优秀的青年民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沈阳市
公安局皇姑分局各级领导干部，全体
民警、辅警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加强党建引领
工作，让党旗始终在防控疫情斗争第

一线高高飘扬。
在当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经济社会加快恢复发展的背后，不
乏众多警务人员默默付出的身影。在
战“疫”的过程中，分局在各执勤点位
组建临时党支部的同时，还成立了青
年突击队，其中涌现出了以李桐为代
表的一大批优秀同志和典型事迹，青
年突击队被团市委授予“沈阳青年突

击队”荣誉称号。为了表彰先进，充分
发挥典型引领的示范作用，分局已将
李桐等17名同志列为青年干部进行轮
岗锻炼，为这些年轻优秀同志搭建一
个锻炼的平台，也是为将来的公安队
伍梯队建设进行储备。皇姑警方仍将
砥砺前行，全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着力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为打造最
优发展环境，维护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李桐、潘新：
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陪陪母亲

几次采访李桐已经形成了固有
的模式，记者先发去微信，等到李桐
忙完工作再回拨记者的电话。昨天
的采访也不例外，李桐午饭的时候
接受了采访。他和潘新是同学先看
到照片在网上火了才转发给他们
后，他们才知道上了热搜。

“我老婆先看到的照片，转发给
了我。我后来才知道上了热搜，后
来就接到了很多同学、朋友的微信
和电话，他们大多是要我俩注意身
体，千万要注意休息，我听到这些十
分感动。”李桐说。

潘新的工作同样每天不仅繁忙
而且压力很大，经常做手术要做到
很晚，两个人见一面是一件很奢侈
的行为。微信视频通话是俩人日常
见面的常态。“从 4 月 3 日轮岗锻炼
开始，先是15天的封闭期，然后又在

所里值班。这一个月我俩好像就见
了一面，基本上都住在派出所里。”
李桐说。

母亲是一个节俭的人，更是不
想花儿子的钱。所以，每次李桐给
母亲钱她都是不肯收。“我妈可节省
了，家里那台洗衣机坏了，就是不肯
换新的。那台洗衣机是妈爸结婚时
候买的，用了30多年，非得要修修再
用，说什么也不同意换新的。”

“我妈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为了
让我爸去打工多挣点钱还舅舅他们
钱，化疗的时候自己让病友陪护，这
都是我后来知道的。平时这些她都
不告诉我，怕我担心。”

这几个月工作实在太忙了，一
直也没有时间回家去看看父母，这
是我的遗憾。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
能有几天假回家陪陪患病的母亲。

两张睡姿照片唤醒的是
对广大基层工作者的万分敬意

工作中的潘新。

工作中的李桐。 本版图片均由当事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