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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他两次托举救起落
水3岁男童》②

新闻闪回：1月 13日下午 2时 30分许，一名儿童和一名女士在沈阳富民桥浑河冰面上落入水
中，在岸边的冬泳爱好者牛广珂脱掉衣服跑到河中央跳入水中，托举了两次把孩子救了上来；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把落水女子救出水面，120急救人员确认女子已无生命体征。

今年 1 月 13 日下午 2 时许 40 分，
一名3岁的男孩子不慎落入富民桥附
近的浑河里，牛大叔正在冬泳临时落
脚的塑料棚里休息。

听说有人在冰河里扑腾，赶紧往
河里跑，“有个人跟我说还有冬泳的
人在河里玩？我一听就不对劲，这个
时候冬泳的人都散了，不可能有人在
河里游泳，肯定是有人落水了。”牛大
叔跑到河里跳入水中把3岁小孩给托
举出来了，“后来我还想去救漂浮在
水面的女子，但大伙看我体力不支，
劝我先不要冒险下河了。最后很可
惜，那名漂浮在水面上的女子没能生
还。”

在这次救人之前，2020年11月21
日，牛大叔和冬泳队队友在沈阳奥林
匹克公园内的浑河南岸边发现有一
名落水者，牛大叔急中生智把冬泳队
的旗杆拔了下来，伸到河里拉落水
者，冬泳队队友李振孝也拔了一根旗
杆，两人合力把落水者救了上来。“落
水女子衣服兜里装了几块石头，看样
子是想轻生的，年轻人咋这么想不开
呢。”牛大叔说。

说起这两次救人的经历，牛大叔
不想多说，“这两次的事儿都是让我
碰上了，我正好都在岸边，听到有情
况就搭把手救一下。”牛大叔说：拿旗
杆救人那次不算惊险，我和李振孝在
岸边拿着杆子就把落水者给拉上来
了。“跳进河里救 3 岁孩子比较危险，
意外落水，气温和水温又非常低，把
孩子托上来费点劲。”

对于托举救起小孩子的事，牛大
叔更是不想多回忆当时的情景，“我
救起小孩后，体力消耗确实很大，穿
得又少，坐在冰面上一会就冻得不行
了。”牛大叔说：等消防员把女子救上
来后，120急救人员说人不行了，我赶
紧就离开了现场，“挺不幸的，年轻的
生命就这样没了。我有些接受不了，
之后也没有打听具体情况。”

牛大叔两次接连救人的事，本
报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引起了社
会强烈反响，社区知道了牛大叔的
英勇事迹之后拟为其申报浑南区见
义勇为荣誉称号。“社区让我准备申
报见义勇为的材料，因为有报纸等
媒体的报道，这方面材料挺齐全的，

另外还要准备一些个人的信息。”牛
大珂介绍。

昨日，记者陪同牛大叔来到浑
南区金水花城社区，社区工作人员
介绍：牛大叔的材料基本齐全了，我
们给出一个介绍信，需要他本人带
着介绍信到派出所调取一下当时的
报警记录，然后我们就把材料提交
上去。

对于申报见义勇为，牛大叔非常
谦虚：我就是碰到了有人出事了，然
后伸手帮了一下，这些都是小事。

在救落水儿童的过程中，有市民
拿着棍子等工具上前施救，“我想找
到和我一起救人的人，把他的名字也
写到申报材料里，见义勇为这个荣誉
是大家的。”

对于参与救落水儿童的市民，牛
大叔记得有一位男子拿着棍子救人，

“我听说那个人是骑着电动车路过桥
上，看见桥上有险情，他下来拿着棍
子救人。希望有知道这名男子情况
的人提供线索，我好把他的名字和事
迹也写到见义勇的材料里。”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温暖2021 我是辽宁人⑧

牛大叔两次勇救落水者本报均予以报道 社区拟为其申报见义勇为称号，牛大叔称

想找到拿棍共同救人的“电动车男”

牛大叔两次在浑河救人，本报均进行了报道。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摄

今年1月13日，跳入浑河里两次托举救起落水3岁儿童的牛广珂大叔，在去年11月21日还出手救了一名轻
生女子。

62岁牛大叔这两次英勇救人的举动，本报均予给了大篇幅的报道。社区得知牛大叔两次救人的事情后，准
备为牛大叔申报浑南区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我想找到和我一起救人的市民，把他们的名字也写到材料上，一起申报见义勇为。”牛大叔说。

妻子孩子都在国外，独居老人昏
迷家中，细心微信群友发现平时活跃
的他突然反常的没有在群内与大家
互动后，主动上门查看他的安危。到
了门前拨打电话，却发现手机铃声从
屋内传出，但敲门却无人应答。群友
担心老人出事，求助巡逻的民警。民
警紧急找人开锁破门而入，果真发现
老人真的已昏迷在家中，众人赶忙将
其送到医院。

“我有一个朋友，他可能是出事
了，你们能不能跟我去看看？”近日丹
东头道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内进行精
准巡逻时，被一位男子将他们拦下，
一脸焦急地请求帮助。男子说自己
姓张，他怀疑好友杨先生出事了——

“老杨今年 67 岁了，妻子和女儿长年
居住在新加坡，平时家里只有老杨一
个人，他要是万一出点儿什么事儿都
没人能知道啊！”张先生说，他们几个
好友相识多年，建了一个微信群，几
乎每天都会在微信群里聊天，三五不
时还要出去约个饭聚一聚，众人相处
得关系十分不错。这几天大伙都在
讨论快过年了，打算买点什么年货，
但向来表现得很活跃的杨先生却一
整晚都没有参与到讨论当中。

“老杨今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
有？最近几天谁见过他吗？”“兴许是
有事？但是他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
都不说话啊？”因为群里的朋友大多
都知道杨先生患有较为严重的糖尿
病，平时身体状况就不太好，加之家
里又只有他一个人住，所以都比较关
注他的状况。

可是即便是有人主动提起杨先
生，或者是干脆私信联系他，他也一

直没回复。“我们就很担心，生怕老杨
是出事儿了。”张先生带着民警边往
杨先生家赶去边说，当天晚上他和其
他群友便轮番给杨先生拨打电话，却
始终无人接听。

实在是放心不下，于是第二天一
大早，张先生便来到杨先生家，结果
却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开。接着他站
在门口又试着拨打了杨先生的手机，
依然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然而趴在
门口却能听见手机铃声从屋内传
出。这让张先生心里产生了不好的
预感，生怕是人出了事，一时间慌了
手脚，本想出来找个开锁公司开门进
去看看情况，可是自己这样贸然要求
开别人家的家门，人家开锁公司也根
本不给他开，正当他觉得一筹莫展
时，正好碰到了正在巡逻的警察。

民警了解情况后，也意识到杨先
生很可能处于失去意识的状态，恐怕
会有危险。于是加快速度迅速跟随张
先生来到杨先生家门口。为尽快确认
杨先生的状况，民警在路上就联系了
开锁公司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开锁
师傅很快带着工具赶到，在张先生和
民警的见证下实施了紧急破门。

门开后，民警第一时间冲进屋
内，发现杨先生真的已经昏迷倒在地
板上，对于张先生和民警的呼唤没有
任何反应。随后民警配合医护人员
迅速将杨先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抢
救过程中张先生和群里的好友通报
了目前的状况，并连连向民警道谢。
最后医院方面表示杨先生的血糖暂
时稳定了，民警听到消息后算是放心
了，随后离开。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我们上门时，这家发廊正在
给一名顾客在理发，而理发师和顾
客都没有戴口罩。我们上前劝说，
他那边越来越不耐烦，最后对着我
们破口大骂！”昨日，记者从鞍山市
铁西区共和街道办事处获悉，在防
疫排查工作中，该街道共同社区一
名商户嫌疫情防控工作影响其做
生意，拒不配合工作并辱骂防疫工
作人员。

经过劝导无效后，防疫工作人
员报警。在派出所内，商户接受停
业整顿，并向工作人员道歉。

“早在防疫宣传之初，社区基
层工作人员就已经向所有商户传
达了疫情防控要求，并将防疫规定
文字条例发放给每个店铺。当日

防疫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商户
的防疫工作，按照规定，商家需要
签订承诺书，并要求消费者测温扫
码戴口罩。这个商户经营发廊，当
时有消费者正在理发，该商户表达
出明显不耐烦，认为防疫工作人员
影响了他的生意。”铁西区共和街
道主任贾晓丹介绍。

在排查中防疫工作人员发现，
这家发廊不仅没有严格执行测温、
扫码、戴口罩等规定，连消杀记录
都没有。工作人员反复与之沟通，
该商户不仅拒绝签署防疫承诺书，
更开始辱骂防疫工作人员。无奈
之下，工作人员拨打电话报警。属
地派出所迅速出警将其带走。

“到了派出所，他的态度立刻就

变了，还向我们道了歉。”经训诫，该
商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工作人
员诚恳道歉。防疫工作人员接受了
该商户的道歉，按照规定责令其停
业整顿，直到符合防疫标准。

最终经过两天的整顿，这家商
户得以重新开业。

“我们的目的是他能够改正错
误，他真的改正了，这个道歉我们
就可以接受。疫情防控常态化之
下，商业受到一定影响，商户们急
于在年前弥补损失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身为公民，自觉遵守防疫规
定和指令，配合接受疫情防控检
查，是每个公民应尽、必尽的责任
和义务。”贾晓丹说。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我们给对方打电话说明情
况，对方以为我们是骗子，打了沈
阳110，核实了派出所电话，才相信
了我们。”

1月20日，沈阳法库某陶瓷企业
会计疏忽，将12.5万元资金转给了一
个陌生账户，随后向沈阳法库县公安
局开发区派出所求助。

民警帮助追款过程中，差点被
对方当成了“电信诈骗”。

据民警介绍，当日上午，陶瓷
企业的负责人和会计一起来到派
出所，非常着急，“12.5 万的货款，
转给了一个陌生人。”

民警董君亮回忆，当时求助人
只知道一个账号，“连对方姓名都
不知道。”

为了帮助企业挽回损失，董君

亮和另一位女民警刘美玲一起找
到了银行。说明情况后，银行向警
方提供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回到派出所后，董君亮就通过
派出所电话联系对方，“是一位湖
南的男子。”

“我把情况一说，对方说你是
不是电信诈骗呀？”董君亮说，虽然
电话里表明了身份，但对方的防范
意识还是很强的，“于是我就说，你
可以到你们当地派出所，请派出所
帮你核实我们的身份。”

对方电话里不置可否，就挂断
了。董君亮也正在思考，对方是不
是相信了自己，要不要从沈阳打给
对方所在地的派出所帮助证明身
份，再和对方沟通。

时间过去了10分钟，对方电话

打了回来，“说拨打了沈阳 110，核
实了我们派出所的电话，证明了我
们是真警察不是骗子。”

但双方沟通中，对方又发现了
疑点，“我们双方核对了一下账号，
但是对方说自己没有这张银行卡。”
这是怎么回事呢？董君亮跟对方沟
通，是不是可能这是一张很久不用
的卡，“问他是不是忘记了。”

后来，这位湖南男子提出，将
卡号绑定在自己手机上，“果然绑
定成功了，说明他有这张卡，也可
以使用。”男子通过自己手机查询，
发现果然账户上多了 12.5 万元的
进款。随后，男子与转错款企业的
负责人互相加了微信，将12.5万元
资金转了回来。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吕洋

独居老杨群里一天没发言
微信好友上门发现人昏迷

不戴口罩理发还骂人 发廊被停业整顿

粗心会计钱转“丢”了 民警追款被当成“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