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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林凯 虞
波） 酒桌上遇到知己，本是一件乐事，可市民
孙某却在醉酒后，载上在酒桌上刚认识的朋
友，开车上了高速。该车被交警查获时，司机
和乘客都还神志不清，一个不知道车里载的人
是谁，一个怎么都想不起自己为何会上了这辆
车。

孙某是一家外贸公司的业务员，前天中
午，他从宁海出发到市区洽谈业务，经过一下
午商谈，签下了一笔不小的单子。眼看天色已
晚，他被业务伙伴拉去了一个婚宴现场。

酒席上，孙某无论谁来敬酒，都来者不
拒。一场婚宴下来，他有了七八分的醉意，喝
高兴了，就和同桌的几个人称兄道弟起来，大
有相见恨晚之意。

酒足饭饱，醉醺醺的孙某记得明天有重要
的会议要参加，趁着酒劲还没上来，他和刚认
识的“兄弟”勾肩搭背上了车，一路从宁波东上
了高速。

当车子行驶至沈海高速往台州方向1542
公里附近时，醉意上来的孙某感觉自己再也无
法驾驶，猛地一打方向盘，把车停到了应急车
道，没来得及熄火，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凌晨3点左右，正在巡逻的高速交警王警

官发现了这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的小轿车，上
前一看，车内两名司乘人员均是酒气冲天，呼
呼大睡。他立即将两人控制后带离高速公路，
并进行酒精吹气测试。

酒精测试之时距离酒席结束已过去了5个
多小时，但孙某的吹气值仍高达 116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的范畴。更让交警啼笑皆
非的是，孙某还反问交警，“为什么会有人坐在我
车上？这人是谁？”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位乘客也
是一脸茫然：“我是怎么上车的？这里是哪里？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经过几个小时的抽血、醒酒以后，孙某和
乘客庞某渐渐清醒，也向民警道出了事情的原
委。原来，庞某是孙某在婚宴当中认识的，婚
宴结束后，他准备打车回家，而热情过度的孙
某拍着胸脯说要送他回家。但是上了高速以
后，两个人就完全迷糊了，因此才有了前面这
一幕。

高速交警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
章第九十一条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孙某将为自己藐视法律、
轻视生命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同车两醉汉高速路上被查

司机：他是谁？为啥坐我车上？
乘客：我在哪？我上车干什么？

昨天上午九点半，福明派出所林所长亲
自带队，在媒体的见证、心理专家的陪同
下，一起开车带小罗和妹妹回他们临海的学
校。

在车上，小罗和妹妹挨着坐在一起，脚旁
的两个手拎袋里装的是民警和爱心市民为他

们准备的衣物。
经过约两个小时车程，车子开到了临海一

所职业技术学校大门口，这所学校看起来规模
不小，校舍也很新，包括小学部和初中部。小
罗和妹妹都在这所学校读书，小罗读初一，妹
妹读小学三年级。

小罗和妹妹已经返回学校
心理专家：如积极引导，苦难也会变成财富

14岁男孩小罗被亲生父母教唆跳电动三轮车碰瓷，一年多来作案10多起。三天前，他们在
在宁波作案被抓。目前，小罗父母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昨日本报A10版报道）。
而14岁的小罗和9岁的妹妹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成了福明派出所民警和广大热心市民的一桩
心事。昨天，经过慎重考虑，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出发，福明派出所领导决定将这对兄妹先
送回原来的学校，同时想办法保证他们的正常生活。

本报讯（记者 马涛） 私家车意外坠海，7岁男
孩被困车内，生死未卜。千钧一发之际，百余人砸
窗、拖车，奋力施救——10月15日，本报报道了奉化
莼湖镇桐照码头上的一起险情和感人的救援故事。
昨天，记者从获救者家属处获悉，目前男孩已康复出
院，家长特来桐照村感谢救命的恩人们。

昨天上午，记者与男孩的父亲陈先生取得了联
系。“除了谢谢，现在别的话也说不出了。”电话那头
的陈先生，说起此事时声音仍有些发抖。他说，要感
谢的人很多，首先就是跳下海的好心人，还有桐照卫
生院采取急救的医生，从鬼门关上把儿子给拽了回
来，还要感谢奉化人民医院、宁波市妇儿医院的诊断
和治疗……

陈先生和家人急切地想去感谢那些救命恩人。
“我和恩人们见过面，就是在出事的现场，但通过媒体
才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希望能一一找到他们。”陈先生
说，原本计划带儿子去的，但现在他的状态还不太稳
定，就让儿子录了一段视频，带去感激的话。

昨天上午，陈先生和妻子带着锦旗、礼品等赶到
了莼湖镇桐照村，先来到村委会，“这里的村民这么
好，我先来感谢他们。”陈先生说，他们先后在村里和
码头上，找到了林仲岳、林建汉、吴建洪、沈盛松、林
岳盛（音）等人，一一致谢。

现场的气氛，感人至深。得知是获救男孩的家
长来了，许多村民都围了过来，第一句话都是问：“孩
子怎么样了，出院了没？”这让陈先生感动不已，虽然
他叫不出大家的名字，但他知道，人群中有许多都是
当日出过力的人。

陈先生播放了孩子的一段视频，孩子在视频里
说：“谢谢爷爷奶奶伯伯嬷嬷阿姨叔叔的关心和帮
助，我快好了，下个星期就可以来读书了，谢谢……”
看到孩子吐字清晰地说话，许多人也十分激动：“太
好了，快看，小家伙没事了。”

桐照村主任林亚义告诉记者，当天的这件事算
是村里的一件大事，许多人都伸出了援手。事后，他
们和获救男孩的家属也有联系的，微信里经常询问
康复的进度。镇领导也高度肯定这种见义勇为的行
为。

陈先生说，经历了这件事，如今全家都有劫后重
生的感觉，是这些可敬的人给了他和儿子一个重生
的机会。除了感谢，他还希望把这份感恩的心传递下
去。

男孩父母来到桐照村
感谢恩人

学校的陈校长说，他昨天从媒体上已经得
知了小罗以及他父母的事情，“觉得特别痛心，
更是心疼两个孩子。以后，无论生活还是学习
方面，我们学校都会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去
照顾他们。”陈校长表态说。而关于两个孩子
的长期监护问题，陈校长还是有些担忧：“学校
毕竟无法长期担负孩子们的监护责任，这以后
该如何规划才好呢？”

林所长说，这点警方早就考虑好了：“在接
下来一个月左右时间里，警方会积极和检察院
方沟通，同时孩子母亲后期悔过态度良好，很
可能会争取到取保候审的机会。如果孩子母

亲能顺利取保候审，我们会把她送回来。如果
不能，那我们就采取第二套方案，向孩子老家
的亲属寻求帮助，让他们来照顾孩子们。”

警方和学校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对孩子短
期托管交接，因为大家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孩
子好。

林所长还将福明所38名民警的集体捐款
6800元递交给了陈校长，他说：“这个给孩子们
日常生活用吧，这是所里民警的一份心意，暂
时由您来保管。”陈校长接过捐款后说，孩子们
这段时间的开销由学校全部承担，这些钱以后
会原封不动地转交给孩子的监护人。

心里健康教育高级教师周耀飞这次从宁
波到临海全程都陪在孩子们身边，她耐心地和
小罗沟通、交流，对他进行心理疏导。

“这件事情对小罗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影
响，而他妹妹因为年龄小，应该没有太大影
响。”周耀飞说，小罗正处于青春期，遇到重大
变故，可能对人生观、人格、心理产生很负面的

影响。所以，后期精神安抚和引导至关重要。
他建议学校老师除了生活之外，多关注他的精
神需求。小罗对学校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表现
得非常强烈，如果后期能积极引导，苦难将会
变成财富，对孩子的人生还会产生好的促进作
用。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魏骏驰

孩子的后期心理引导很重要

对孩子们的托管交接很顺利

小罗和妹妹回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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