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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10点，记者电话联系了黄舟。目
前，他仍在位于湖北武汉的协和医院住院，病情
已基本得到控制，等待第二次手术。

2001年12月，黄舟参军入伍，来到海曙消防
大队成为一名消防兵。在10多年的军旅生涯
中，他先后服役于鄞奉路中队、海曙中队和天一
中队。也就是说，他一直没有离开海曙，直到
2014年退伍转业。

2015年下半年，黄舟到当地城管部门上班，
因妻子没有工作，他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当
时，女儿不到5岁，虽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但一
家三口其乐融融，生活中充满了欢笑和阳光。

然而，病魔正在不知不觉中向黄舟靠近。
2017年，由于大便带血一个多月，黄舟感觉到身
体不舒服，以为是痔疮，没有太在意。后来到当
地医院就诊，发现不是痔疮。之后到协和医院做
肠镜取活检，确诊为直肠癌中晚期。

对于黄舟及家人来说，这无疑是个晴天霹

雳。黄舟说，看到报告时他的腿都软了。要知
道，这可曾是扛着重达80公斤的机动泵，一口气
能跑2公里的汉子啊。

躺在医院，黄舟的身体和心理每天都饱受折
磨。但为了家人，他必须坚持下去，不能放弃。至
今，他已在医院做了25个疗程的放疗、12个疗程的
化疗，中间还做了直肠切除肿瘤块手术，腹部开了
临时造口，病情基本得到控制。

半年多的治疗，已经花光家里所有的积蓄，
再加上找亲友凑的钱，一共花去了30多万元。
然而，距离痊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黄舟
面临着第二次手术，仅手术及后期治疗费就需要
20万元，至于术后是否会复发，他更不敢想。

“我曾是一名消防兵，救人是我的职责，但面
对自己的病情，实在是无能为力。”黄舟说，他从
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躺在病床上的这一天。但
现实就是这么残忍，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社
会发出了求助。

他把青春挥洒在这座城市
如今罹患重症向社会求助

甬城市民
爱心为他涌动

这两天，不少市民的微信朋友圈里，热传着一则“众筹”消息。这是一封发自癌症患
者的求助信，求助者既不是宁波人，也不在宁波，但他还有一个身份——一名在宁波服
役10多年的消防员。

求助者名叫黄舟，湖北应城人，2001年至2014年服役于海曙消防大队。因罹患直肠
癌，年仅33岁的他目前已耗尽家财，全家对接下来的昂贵治疗费用一筹莫展。

经宁波热心市民和微博大V的转发，许多爱心人士纷纷捐款。“他为这座城市付出过青
春和热血，如今有难，应该有更多人帮助他。”一名微博网友的留言，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对黄舟如今躺在病床上的消瘦模样，许多战友
都不忍回忆。“他曾是个身高一米八，体重85公斤
的壮实汉子，杠铃平推160至180下不在话下，跑
步能让年轻新兵服气的老兵啊。”在海曙消防大队，
黄舟的战友徐浩说。

可能是女性细腻的情感，让她们更容易触景
生情——看到黄舟如今的照片，曾在海曙消防大
队任职的郎园园直言难过，“以前他见人就笑，很
阳光，现在看到他照片，就跟看新闻里的人一样，
不认识了。”

在记者采访时，很多黄舟之前的战友都说很
震惊，不敢相信，“他不抽烟不喝酒，身体棒得很，
还坚持锻炼，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呢？”得知黄舟
如今面临的困境，不管认不认识，战友们都倾力
相助，而且都转发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希望亲
友们都来献一份爱心。

同时，宁波本地的一些知名微博大V也转发
了相关求助消息，点击率不断攀升。如微博网友

“猫小喵滴兔子”在热心转发时，留言称“这名老
兵10多年青春都奉献给了这座城市，现在家里
被掏空了……向英雄致敬，转起来，让社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关注英雄。”

记者在黄舟的一个战友群里看到，满屏都是
鼓励黄舟的话语。看得出，确如他的战友们所
言，黄舟不善言辞。面对战友们的关心和慷慨解
囊，他反复地说着“谢谢了！”“感谢兄弟们，感谢
战友！”一名叫吴佳能的战友说：“黄班长不怕苦，
不怕累，最经典的一句话是‘就是干’，除了肯干，
会干，多的话也不会说。”

记者注意到，黄舟此次众筹的目标是20万
元，目前已筹得19万元。黄舟说，他也听战友讲
了，宁波很多人在转发他的求助信息，他没想到，
除了战友，还有这么多热心的人在关心他，心里
实在感激，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宁波是我的第二
故乡，我的青春留在这里了，谢谢大家！”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颜杰

在黄舟的战友们看来，这个憨厚的汉子如此
真实：一名优秀的消防员，更是一名多面手。

“不管你认不认识，看他面相就知道他是个好
人。”刘德法在宁波消防支队指挥中心工作，比黄
舟晚2年入伍，曾和黄舟在海曙消防大队一起摸
爬滚打4年多。

“有一次鄞奉路一家超市起火，非常大，我
们两人搭着拉梯在二楼出水，高温烤得人头昏
脑胀。”刘德法说，这种大火很危险，烧一会房
子结构就脆了，人站在二楼，等会往哪里栽都
不知道。他扛了一个小时，实在站不住了，被
黄舟赶了下去，黄舟一个人坚持着，直到大多被
扑灭。

很多老宁波人可能还记得这些大火：海曙丽
都名邸火灾、意咖啡失火、亚洲浆纸业大火……
作为班长的黄舟总是身先士卒，永远冲在前头，
还总不忘提醒后面的战友们小心。

刘德法回忆说，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黄
舟在晚上10点找到指导员办公室，主动请缨：

“我要去汶川救灾！”在随后的半个月里，他和百
余名战友深入震区，顽强奋战，搜救出多名被困
人员，因其突出表现，被授予个人三等功。

“他这个人，话不多说的，就是肯干，性格比
较老实、温和，和谁都不会红脸。”胡云是和黄舟
同期入伍的队友，一路看着他干遍了给养员、驾
驶员、战斗班长……也就是说，上车他是驾驶员，
下车就能扛水枪，回到队里还管后勤，是不折不
扣的多面手。

很多战友对黄舟的干劲和毅力记忆犹新，退
伍前两年，黄舟一直没放松训练，觉得瘦一点更
好，于是想跑步减肥。当时，他已调到天一消防
中队，大冬天的早上五六点，他坚持绕着天一广
场跑步，早晚5公里，风雨无阻，一个月下来，竟
然真的瘦了10公斤。

宁波战友和市民的爱心和关注让他感动

他曾是“逆行”英雄，三江口留下过他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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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打造全市首个
废玻璃资源再生小区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张立 顾东
栋）家里用剩的酱油瓶、老酒瓶直接扔掉？不
如攒起来，到社区兑换牙膏等生活用品。我市
首个废玻璃资源再生试点昨日“落地”海曙区
南门街道柳锦社区。

“用剩下的老酒瓶、酱油瓶，当废品卖不
掉，堆在家里多了也没用。”柳锦社区居民应丽
芳说，虽然也知道旧物利用的常识，但玻璃易
碎又占地方，最后还是往垃圾桶里一丢了事。

被扔到垃圾桶里的玻璃也让人不省心。
负责小区卫生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有几次保
洁人员在清理垃圾桶时，不慎被碎玻璃割伤手
指。

柳锦社区党委书记金建波说，废玻璃附加
值低，一般回收公司都不要，因此社区才想出
了通过引进社会第三方机构开展废玻璃资源
循环再利用的点子。社会第三方机构在回收
居民提供的废旧玻璃后，会提供兑换清单，居
民可兑换相应的日用品、多肉绿植和玻璃工艺
品等。第三方机构会将回收的废玻璃统一存
放，达到一定数量后运往对接的玻璃制品企
业。

海曙区分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全市
首个废玻璃资源再生小区的试点启动，海曙区
下一步计划在餐饮店铺中推广废玻璃回收模
式。

市科协推出“千场万人”
智能手机技能培训

本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叶晨 马雅
芬）昨日，记者从市科协了解到，2018年宁波
市智能手机操作技能普及工程又来了，今年全
市有1万名中老年人可以免费接受培训。

去年3月，市科协在全市范围启动实施
“千场万人”智能手机知识普及工程，培训量达
1.03万人。市科协还联合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共同打造线上线下的学习平台，从出行、购物、
餐饮、社交、娱乐、支付、健康等方面教中老年
人使用智能手机。今年的培训目标是为1万
名中老年人提供免费学习机会，目前已在全市
确定了100个培训点。我市45岁以上市民均
可在就近的培训点报名参加。教学点一般会
配备1名授课教师，3~6名助教或志愿者，手
把手、面对面教中老年人同步操作。各地教学
点以微信、查天气、查公交、医院挂号、拍照、看
新闻、网络安全等基本应用为教学重点，设计
了简单易学的教案和PPT，课后还将建立班级
微信群，巩固课堂内容。

在甬服役期间，黄舟（左）和战友在进行驾驶实践。资料照片 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