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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冷漠路人”的周传金感动中国， 本报记者回顾跟踪采访他的7天

从小人物到大英雄，他还是那个可爱率真的“ 90后”

前晚，央视《 焦点访谈》栏目以《 不做冷
漠的路人》为题，再次报道在沪的安徽小伙
周传金在地铁里勇斗持刀窃贼受伤，社会各
界倾力救助的事迹。昨晚，央视新闻联播
再次报道了周传金事迹引发市民关注热
议。

虽然时隔近两个月，上海市民并未
忘记这个可爱、率真、腼腆却能在关
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年轻人，亲历周
传金从为医药费犯愁到获颁见义
勇为奖的记者，也深感其中的
诸多不易，从9月1日开始的一
周，和小周相处的7天时间里，
我们感受到了他身上那种正
义却又平凡的力量，而在申
城人的热心和善良中，我们
也同样感受到了各种幸福。

本报记者 严柳晴

9月1日记者在海军411医院病房见到
周传金时，他的床头被同事们半包围了。

同事们和他相熟，个个都很随意。
有人歇着身子坐在床头，有人半倚在

床边，有人侧身靠着柜子。还有人没了空
间，只能漫无目的地乱晃。几个人围着小
周叽叽喳喳，又像是询问，又像是自言自
语：“ 接下来几天的医药费怎么办？”“ 等
你爸妈知道了怎么办？”“ 你这两个月的
工资是没着落了，小弟，你这活都白干了
⋯⋯”

周传金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个眉宇
清秀的小伙子，和人说话会自然微笑，眼
神干净清朗。他穿着病号服蜷缩在床头，
左手静放在枕边，手上的伤看上去挺严
重，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稍一动弹，就
丝丝抽着冷气。

这茬罪受得着实不轻，如果这会儿不
是受了伤，他已经下班，窝在租来的小窝
里安心地看电视了。

同一病房的病友们听说他因见义勇
为才受伤，惊诧不已。有人说，现在还有这
样的好人，真让人不敢相信。隔壁病房的
大叔坦白地说，这样的人现今太少了，绝
对要好好表扬。要是这事儿搁到了他头
上，那肯定毫不犹豫地———跑！

小周不理会大伙儿议论声，闷头玩手
机。听到周围人声渐响，他抬头看看同事，
三人也带着焦虑的表情看着他，“ 你倒是
说句话呀。” 他笑嘻嘻地摇摇头，“ 不知
道。”随后又埋头玩起了游戏。

同事们哭笑不得：这孩子，简直不食
人间烟火，不知道人间冷暖。

记者待了一会，警察突然推门而入，
热火朝天的议论戛然而止。警察告诉他，
案件已破，犯罪嫌疑人在恒丰路桥附近被
逮捕。小周欢天喜地。警察对他说，有什么
困难告诉我，我们帮你想想办法。小周摇
了摇头，说一切都挺好的。同事见他不开
窍，迫不及待地替他倒起了苦水。

“ 警察同志，不瞒您说，他刚来上海打
工不久，工资低房租贵根本没啥积蓄。医
药费怎么办？以后工作怎么办？会不会有
后遗症？”“ 他农村家庭孩子打个工赚个
钱还做好事，不容易。”“ 他是个孩子，他
想不远，但我们得替他想远一些。”“ 上海
不是有见义勇为奖励吗，怎么申请，能不
能审批下来啊？”⋯⋯

小周打断了同事们的对话。他告诉警
察，手机失窃的女孩为他垫付了1万元医
药费，他想联系上那个女孩，当面感谢她。
他现在没有钱，以后有了，一定得还人家。
他说，这个小姑娘一下子付了一万元，一
个手机都没有这么贵。

大家顿时都沉默了。

第1天

让人发愁的医药费
一个关于见义勇为和知恩图报的故

事，在微博上传开了。
海军411医院看到了青年报的报道，

联系了本报编辑部，院方决定免去周传金
的全额医药费。记者把这一消息告诉小
周，小周很开心，为他担心的同事们也长
舒了一口气。

411医院政委把徐佳垫付的1万元医
药费交还到周传金手中。小周当即表示，
他想把钱还给徐佳，报社同事们得知小周
的心愿之后，连忙为他想办法。本报副总
编辑尹学顺亲自和411医院政委吴宗昆沟
通。吴宗昆政委当即表示，愿意安排医护
人员，陪小周一同赶赴南京还钱。

不过，当本报要闻部主任高玲把这个
好消息告诉徐佳时，她却谢绝了小周的好
意。她在电话里说，这笔钱不需要归还，只
要小周好好养伤就行。作为她个人而言，
只是做了分内之事，不值得过分宣扬。电
话听筒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
本报副总编辑尹学顺对她说，这是一件很
简单的事情，我们只想替小周完成一个心
愿。可惜，徐佳最终还是选择了婉拒。

为了满足小周的心愿，本报编辑部商
量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徐佳把银行卡账
号发给小周，让小周还钱了却心事。等过
段时间，小周康复了，再去南京同徐佳会
面。徐佳答应了。当1万钱送到小周手上
时，他慎重而认真地拜托我们，用最快的
速度把钱打到徐佳的账号里。

本报三位记者跟着护士长，一行4人
在医院附近找到了一家农业银行，立即把
这沉甸甸的1万元钱打进了徐佳账户中，
当记者把单据交到小周手中，小周憨憨地
笑着说，这下心事总算了了。

不过，他的心愿还未完成，至今他也
没见到徐佳。为了生活安静一些，徐佳更
换了电话号码，不过她的手机仍然对小周
开绿灯，有求必应。

诸事顺利。当天晚上，记者接到了小
周电话。他告诉我，“ 医院说他是英雄，想
给他换一人一间的特护病房。”他说，不想
换病房，8人病房多好。晚上还能说说话，
吹吹牛，到了一个人的病房，只能对着墙
壁发呆了。

最后，记者联系了医院的吴政委，“ 拜
托”他把小周留在8人间里。

他的病房里嘈嘈切切，隔壁病床的大
叔擅长插科打诨，小周经常和他开玩笑，
两人一唱一和，唱相声一般。“ 你没饭吃
了，来我家吧。”“ 哟，叔，万一你老婆一生
气，带啥人回来呀，我不烧了⋯⋯”随即一
件衬衣往床上猛地一甩。周围人哈哈大
笑。

第3天

尚未完成的心愿

小周接到了一些安徽媒体的电话，要
求来医院采访。媒体来头不小，其中有安徽
电视台、新安晚报、安徽广播电台，他们看
到青年报的报道后，通过本报找上门来。小
周说，在家经常看电视、看报纸，那些主持
人在当地可红了，他几乎都能叫得上来。当
天，安徽电视台一个女记者刚到门口，小周
就 立 刻 认 了 出 来 ，“ 哇 ， 你 就 是 那 个
XXX！”对方惊喜不已。正当他兴奋得晕头
转向时，周围人无心抛出一句话，小周啊，
安徽电视里一放，你家里肯定知道了吧。

周传金听罢，顿时脸色一沉：不采访
了，千万不能让家里知道。

然而，家里人还是知道了。阔别半年，
母亲居然是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儿子的新
闻，着急的心情不言而喻。

“ 没事的，没事的。”与母亲通话时，
小周不知该如何解释，妈妈则不停地责
怪，“ 还说没事，伤得那么重。”

打完电话，病友劝慰小周，早晚都要
知道的。既然已经知道了，要不把妈妈接
过来？小周没吭声。他告诉记者，一来周妈
妈没出过远门，不认路，二来家里经济条
件一般，妈妈即使来了，住宿费开销也不
小。既然自己一个人能坚持，省一点是一
点吧。

没想到，他的心事很快解决了。这天，
病房里走进了一位客人，医院医生告诉
他，这是上海市文明办主任燕爽。

燕爽很随和，和他拉起了家常，自然
问起了他的妈妈。得知周妈妈这时还在安
徽老家牵肠挂肚的消息，燕爽立刻对小周
说，我们把你妈妈接到上海来好不好？小
周回答，“ 我妈妈可是从没来过大城市，出
了火车站怎么走，她都不知道呢！”看到这
个淳朴的小伙子，大家都乐了。

燕爽随即告诉小周，上海市文明办会
出面联系安徽当地的文明办，请他们帮忙
完成“ 爱心接力”，让小周把他的母亲接
到上海来。燕爽笑答，“ 我们会把她送到你
面前的。你只管养伤，其他的不用担心。”

“ 亲切的拉家常挺有亲和力。”小周
事后开玩笑说，他不怕和领导讲话，也不
怕打针吃药，最怕的还是———采访！在镜
头前，他觉得无所适从，一台摄像机一架，
灯光一打，冷汗阵阵。这不，一架摄像机刚
撤走，病号服全湿透了，护士赶紧替他换
了一身衣服，让他“ 再接再厉”。小周害怕
连珠炮弹似的发问。不过，同事们对他说，
他从事销售行业，练练口才有好处。小周
思忖着，同事们说得也对，毕竟他将来要
靠口才吃饭，闷闷的可不行。于是，他坦然
接受了这些“ 练口才”的机会。

第4天

儿子的担心
母亲的牵挂 这天，小周记住了两个市级领导的名

字：丁薛祥，张学兵。以前，他只在电视上
见过他们。他记得张学兵的警服上，写着

“ 001”号，于是偷偷地多看了几眼。
这天简直是一个节日。一大早，医院

门口人山人海，摄像机进进出出。各路记
者扛着长枪短跑，早早赶到，抢占有利地
形。眼光锐利的摄影记者瞄准了隔壁大叔
的病床，嬉皮笑脸地跟大叔说情。大叔把
床收拾好了腾出来，故作正经地说，“ 你们
拍，你们拍，拍好我来收门票。”

小周将被颁发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
誉证书。给他颁奖的人是市政法委书记丁
薛祥。得知丁书记走进了医院走廊，记者
们赶紧调整架势，以免照相机临阵罢工。
一位摄像记者调试着灯光，亮晃晃的一团
光从病房晃过，嘴里叨念着，“ 小周，你别
紧张啊。”“ 小周，手别晃啊。”小周哈哈笑
了，周围人纷纷帮腔，“ 这位哥，紧张的是
你吧。”

正在领导们探望小周的时候，周妈妈
一早就从安徽肥西县老家出发，在当地文
明办的陪同下，踏上了来上海的探亲路。
好事果然多磨，周妈妈被堵在了半路，一
步一停。本来说下午一点将会抵达上海，
可车在路上，插翅难飞。

采访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也许是在
摄影师调光的时候，看到了记者窘迫的一
面。这一回，他显得从容而放松。领导走
后，他一口气做了两档电视访谈，采访直
到中午才暂停。记者们出门吃饭透气，小
周这才偷得一中午的短暂空闲。没一会
儿，记者们都三三两两地回来了，又一架
摄像机架在了他的病床前。

记者和许多完成了采访任务的记者在
走廊里空守，东转转，西兜兜。上了又下，下
了又上。小周打来电话告诉记者，妈妈要到
傍晚才能到，路上太堵，没办法。他又说，请
大家上来吃水果吧。

记者们受他的西瓜诱惑，杀回病房
里。小周左手不能用力，隔壁病床大叔右
手受伤，于是大叔扶瓜，小周握刀，默契配
合，一块块西瓜齐齐排开。他招呼大家一
起来吃。枯坐一下午，记者们又无聊又倦
怠，西瓜被瞬间一抢而空。有人左手一块，
右手一块，嘴里还嚼个不停，活像贪吃的
猪八戒。

下午6点，小周的妈妈在众人的簇拥下
出现了。后来的情节也上了荧屏，母子双双
落泪，照相机咔咔的快门声响成一片。

镜头里，一个母亲、一个孩子，淳朴而
真实。

第5天

周传金的节日

隔壁房间有个阿姨，每天来医院照顾
亲戚时，都要来看看小周。

8月28日这天，她正陪亲戚动手术。周
传金的手术就安排在她的亲戚之后。她看
到小周被送进医院，血流如注，不省人事。
有个女孩在一旁，泪流满面。

阿姨问了才知道，小伙子是因为反扒
受伤，顿时肃然起敬。后来，医生通知他们
立刻准备手术，得知手术需要预付定金，
一旁的女孩二话不说，当即为他垫付了1
万元医药费。阿姨看得目瞪口呆。当时感
叹，现在这世道，为别人抓小偷的也少，为
别人掏钱的就更少了，更别说是为陌生
人。阿姨喃喃道：“ 这两个孩子真不错，真
不错。”

这个女孩名叫徐佳，南京人，学艺术。
手机被偷时，她在上海看画展。当天，小周
从一个记者手里得到了徐佳的手机号，却
没有拨，他左思右想之后，决定到晚上再
打。他说，徐佳是个学生，早上忙报到或者
忙上课，不要打扰她。

为了能找到这个名叫徐佳的女孩，记
者试着发了一条短信，向徐佳表达了想与
她沟通的意向。当然咯，为了不让她误以
为本报正替当事人讨债，记者加进了不少
客套话和溢美之词，赞扬了她知恩图报的
表现。记者特地告诉她，周传金很感激她
垫付医药费，并希望向她表示感谢。然而，
短信石沉大海。

当晚8点，记者终于与徐佳取得联系，
此时版面已经定稿。电话那头的徐佳，平
静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说起自己垫付1
万元医药费，她用果断而确凿的语气说，
这事因她而起，出钱理所应当。

作为新闻人，平素常接触了一些纠纷
事件，只听得不少“ 抢钱”事，倒还真没
见过“ 还钱”事。当天的版面重新推翻重
来，换上了两个年轻人之间善意的“ 纠
纷”。

第2天

一个见义勇为
一个知恩图报 小周告诉记者，他小时候的梦想，就

是当一名飞行员。只是后来没有好好读
书，这个愿望就落空了。不过，将来只要努
力，很多不可能的事，也会变成现实。他问
母亲，我说得对不对？母亲说，对，很对。

又到了一个周末。小周回想起这周发
生的故事，简直像在演一场电影。上周此
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只是反
扒被送进了医院。现在，他竟然成了众人
皆知的“ 小英雄”了，这让他觉得有些想
不通。“ 不要叫我英雄，千万不要叫我英
雄。”

尽管收获了许多荣誉，他还是一个简
单的孩子，并没有忘乎所以。

这天记者来得早，病房里还没有媒体
同行，也没有领导前来探望。妈妈在床边，
安静地陪着他。病友们陆续起身了，大家
一起聚拢聊天。隔壁病床的大叔对小周的
妈妈说，阿姨啊，你生了个有出息的儿子，
以后让他好好上班赚钱，买套房子，在上
海落个户口。

周妈妈笑着说，才不用呢，孩子平安
就好。小周斜着眼瞪着大叔，“ 我要这些，
干吗？”

周围人说，他让人感觉到生活真美
好，也祝愿他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第7天

笑对生活
周传金被授予“ 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后，安徽当地也授予了他“ 安徽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之后，他所在单位的总
裁来到他的病床前，给他颁发了一张“ 终
身员工”的证书。荣誉接二连三地往他头
上掉，而小周显得从容自若。他坚信，自己
只是做了一件小事。不过，在病房里的他
也通过互联网知道，他的获奖，网友们的

“ 爱心接力”也功不可没。
“ 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确是

用最快的速度评出来的。他受伤住院的消
息被网友发到了互联网上，网友们争相转
帖，期待有关部门能够表彰这样的年轻
人，弘扬社会正能量。“ 能够有人代表上海
市民，表扬这样有勇气的年轻人！”“ 他应
该被免去医药费，他的医药费应该由纳税
人支付。”“ 上海欢迎周传金这样的新上
海人。”后来，本报政法条线记者几次联系
了轨道交警总队和市综治办，传达了网友
心愿，我们得到了答复，综治办称，有关方
面正在积极准备材料，各单位都很积极，
他们会用最快的速度给他表扬。果然，受
伤没几天，躺在病床上的小周如愿拿到了

“ 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证书。
他传递着正能量，也感受到了陌生人

的关心。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同事轮流
在病床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让他惊喜不
已的是，来访者中，除了他的同事和领导、
媒体之外，还有好些素不相识的热心市
民，有个小学生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了几个
苹果，和妈妈一同来到医院，看一看这位
英雄哥哥。众人送来的水果塞满了床底。
病房里，角角落落都鲜花绽放。

他把最好的水果挑出来，送给照顾他
的护士长姐姐。捧着满满的一袋水果，他
有些扭捏，拿起又放下，“ 这，怎么送呀。”
隔壁病床的大叔一声吼，像老子训斥儿子
一般，“ 送个水果这么磨叽，将来有啥出
息？”小周连忙提起袋子，一溜烟地跑了。

这些天，他拜托朋友带他的妈妈在上
海逛逛。他在想着，昨天有个小女孩来看
过她，没来得及留下姓名，可惜了。他还在
想着，带点土特产回家，给爸爸、奶奶和亲
戚们。

第6天

爱心的土壤

》记者手记

等小周在中央电视台出现的时候，他已经
被炒得热火朝天了。见过他的人都觉得，无论
在荧屏上还是现实中，这个90后小伙子，总是
干净、清爽和淳朴，一脸的阳光灿烂。

几乎是一个月里，他上了报纸、上了电视，
成了“ 百度百科”中的一个新名词。无数人梦
想的“ 一夜成名”，在他身上成为现实。他抓小
偷的镜头在电视里滚动播放，他在报纸上成为

“ 头版”和“ 焦点”。他也变得老练起来，面对
镜头，他不再汗如雨下。说话也渐渐地有板有
眼，有腔有调了。不过，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有
人问他，下一次，你还会抓小偷吗？他说，会的，
但我也会注意保护自己。也希望别人做好事的
时候，也学会保护自己。

让人开心的是，即使被许多媒体包围和炒
作，即使他无数次地出现在聚光灯前。小周仍
然是小周。他深爱着家乡和父亲母亲，他真诚
地感激每个帮助过他的热心人，他细心地回报
每一份“ 滴水之恩”。

他成熟了，但一个怀揣赤子之心的人，像
是从一片无害的土地里成长起来的、欣欣向荣
的生命。

可贵的赤子之心

安徽小伙
见义勇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