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朱寨镇闫寨小学，闫俊杰的善举也
引起了师生们的广泛赞誉。班主任童颖表
示，闫俊杰是一个特别热心、懂事的孩子。
平时在班级里，他总是乐于助人，同学的钢
笔、本子没带，他就会主动将自己的借给同
学。遇到哪个同学身体不舒服，他也会主
动关心并告诉老师，其他同学发生小摩擦
时，他也会从中调解，所以，班级里的同学
都喜欢和他交朋友。这次同学们知道闫俊
杰给救护车带路的事情后，他也成了大家
心目中的“小英雄”。

闫寨小学副校长朱艳则表示，学校通
过视频中闫俊杰的背影，认出了是他们学
校的孩子，“我们非常骄傲能有这样一位勇
敢、有担当、富有爱心的学生。他的快速反
应和无私行动，为需要紧急救助的老人争
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是我们所有师生学习
的榜样。”学校第一时间对闫俊杰进行表
彰，发放了奖品和奖状，同时将这次事件作
为案例，以此为契机，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宣
传教育，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到在遇到类似
情况时应该如何正确、有效地提供帮助。

“立德树人是学校根本任务，我们学校
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理能力，将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各门课程当
中，通过案例、互动的方式联系生活实际对
孩子进行品德教育。同时引导孩子，在任
何紧急情况下，确保自身安全同样重要，教
导他们在帮助他人时也要考虑到合适的方
法，做到既能有效施援，又能自我保护。”朱
艳说。

闫士刚说，虽然儿子平时学习成绩一
般，但他也没给儿子太大压力，善良、正直、
有担当，这一点，儿子做到了。通过这件
事，他趁热打铁跟儿子讲道理，长大后不管
是当军人还是做其他工作，学习也很重要，
有了好成绩就能为社会作更多贡献。

据《扬子晚报》

5月3日上午，离家70年的孙建平终
于回到了无锡市江阴市祝塘镇石堰村的
家中。他在亲戚朋友和村民的见证下，与
家人拥抱在一起，“想不到真的找到你们
了，短短20公里，我却找了70年，让我找
得好苦！”目前居住在无锡市锡山区安镇
街道的孙建平，出生后两个半月便被家人
送走。虽然养父母疼爱有加，但他心里始
终有一个愿望：想找到自己的家。

孙建平从养母孙荷珍口中得知，自己
出生后大概两个半月，被家人装在一个竹
编的箩筐里，放在了无锡国棉一厂的门
口，随身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出生年

月为 1954 年 10 月 23 日（农历）。也许是
孙建平的亲生父母对孙荷珍的情况比较
清楚，所以字条上还写着指定要厂里女工
孙荷珍领养。经再三考虑和同事们的劝
说，孙荷珍与丈夫孙友根才决定收养了这
个孩子，取名叫孙建平。

2010年，他们听说无锡市迎龙桥附近
有一对老夫妻了解情况，便前往寻亲。这
对老夫妻年纪已很大，口齿不清、耳朵不
灵，只说了生育孙建平的那户人家，大概
是江阴县文林镇西旸桥人氏。

今年3月13日上午，江阴寻亲志愿者
协会志愿者吴霞等3人驱车半小时到祝塘

镇石堰村，问了整个上午，没有一点有用
信息。当她们打算返回江阴城区时，一位
阿姨端着饭碗来到车前问：“你们是干吗
的？”吴霞把来龙去脉讲给她听后，并说还
有最后一户人家没了解到情况。阿姨说：

“我陪你们去！”
在路上，阿姨说起了自己家的事情，

原来她听婆婆讲过，家里有一个儿子送到
无锡，如今公婆和她老公已经去世了。吴
霞激动地问：“你老公送去无锡的弟弟，大
概多大年纪了？”“70岁左右。”吴霞说：“咱
们不去那户人家了，还是去你家吧！”吴霞
等人在这位阿姨的带领下到了家中，进门

后一看她老公的遗像跟孙建平长得简直
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因为是中午吃
饭时间，邻居们陆陆续续也围了过来，你
一言他一语地说：“肯定是你家的。”

这时候孙建平的疑似小哥哥徐长兴
也回来了，在邻居们和志愿者们耐心沟通
下，徐长兴配合志愿者采集了血液。4月
18日，柯警官团圆小组把比对结果反馈给
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徐长兴与孙建平比
对成功。孙建平看到亲人后，眼泪止不住
往下流。他激动地说道：“团圆非常甜，感
谢志愿者和警方的帮助，让我回到了
家！” 据《扬子晚报》

最帅“破风手”小俊杰
9岁少年狂蹬自行车为救护车带路获全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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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风”是自行车比赛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在比赛时骑在前方，牺牲自己帮助队友减小风阻、节
省体力的角色。

4月28日上午，一段“少年狂蹬自行车为救护车带路”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全网
关注。视频中，一名少年骑着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疾驰，为紧随其后的救护车引路。记者采访了解
到，事发地为江苏徐州沛县，当时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拨打了120求救。救护车到达村子附近时，却
找不到患者的具体位置，这时路边一名9岁男孩骑车飞驰带路，让救护车顺利到达患者家中。

“时代好少年”“给善良的孩子点赞”“最帅的破风手”，热心少年的义举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
赞。4月29日，记者联系到了视频中的少年。孩子说，他长大后想成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

4 月 27 日上午 11 点左右，徐州
沛县 120 急救中心接到了一通来自
朱寨镇闫集孟楼村的紧急求助电
话。电话中，一位老人声音微弱，说
自己浑身疼痛，急需医疗救助。

医务人员随即乘坐 120 急救
车，赶往老人所在的孟楼村。在救
护车开到孟楼村隔壁的甄庙村时，
老人却无法准确描述自己的位置，
而且村中路况复杂。这时，工作人
员正好看到路边有个骑自行车的男
孩子，于是向对方问路。

沛县 120 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
渠伟回忆说，在看到是救护车问路
后，这名少年反应迅速，说了句：“我
知道！跟我走！”然后一把调转车头
卖力蹬车，还小手一挥，示意救护车
跟随他前行。

少年一路猛踩脚踏在前面带
路，小家伙身体素质不错，车子骑得
又快又稳。几分钟后，救护车便顺
利找到了村子入口，工作人员看到
了挥手等待的老人，随即将老人接
上车。看到生病的老人上车，少年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便转头离开
了。这一切，被救护车上的一名工
作人员用手机拍了下来。

由于救助及时，老人目前已无
大碍。事情发生后，工作人员将少
年带路的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
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少年的行为
温暖了无数网友的心，大家纷纷为
他的热心善良点赞，“小家伙虎虎生
风，一身正气”“小伙子骑车的姿势
真帅”“时代好少年”“给善良的孩子
点赞”……

记者了解到，这位热心少年名叫
闫俊杰，今年 9 岁，家住沛县朱寨镇
甄庙村，就读于闫寨中心小学三年级
二班。

4月30日下午，记者来到了闫俊
杰所在的学校。采访时，闫俊杰有些
害羞，谈起事发当天的经过，他告诉
记者：“当时我看到救护车在路口停
着，司机叔叔看起来很着急，我就想
着帮一把。”闫俊杰说，从小学校和父
母都教育他要助人为乐，同时要注意

自己的安全。这次能为救护车引路，
他感到非常自豪。他还告诉记者，自
己梦想成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闫俊杰的父
亲闫士刚是一名水电工，妻子在当地
一家工厂打工，家里除了闫俊杰外，
还有大女儿和小儿子，三个孩子都由
他的母亲照料。在父母眼中，闫俊杰
平时比较调皮，但一直是个孝顺懂事
的孩子，在村里遇到长辈会主动打招
呼，在家从来不跟姐姐弟弟闹矛盾，

甚至家里有矛盾时，他还经常充当
“调解员”的角色。

闫士刚告诉记者，俊杰最大的爱
好就是练习武术。作为“武术之乡”，
沛县学武氛围浓厚，小俊杰从小就对
武术产生浓厚兴趣。6岁时，闫士刚
便让他跟随当地武术师傅学习“大洪
拳”。每到周末和节假日，闫俊杰都
会跟着师傅去学武。学武过程固然
辛苦，但小小年纪的他从来没喊过苦
喊过累。

闫士刚说，俊杰还曾多次向他表
示过，自己今后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军
人。他曾经问儿子：“你知道成为一名
军人要干什么吗？”“我知道，保家卫
国！”“成为一名军人不是件容易的事，
需要极高的素质，有时甚至会面临牺
牲。”“我知道，这些我都不怕！”儿子眼
神中的坚定让闫士刚十分欣慰。

闫士刚说，为救护车带路后，俊
杰回家将这件事告诉了他。俊杰问
他：“爸爸，我觉得救护车是救命的，
你说我这样做对不对？”闫士刚立即
肯定了儿子的做法，对他说：“儿子，
你做得对，爸爸为你感到骄傲。”说完
还对闫俊杰竖起了大拇指。

闫士刚说，原本家里没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没想到在网上产生了这么
大反响，当看到视频中的儿子奋力骑
车的身影和事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转头离开的画面，他也感到自豪。“我
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可能就
只会给人指指路，没想到儿子能亲自
骑车带过去，我作为一个大人都觉得
很惭愧。”

救护车问路，少年来了句“跟我走”

从小练武，还是家里的“调解员”

父亲：如果是我可能也就指个路

“校园英雄”小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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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公里的回家路，他却“走”了70年

闫俊杰为救护车带路。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