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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气”门卫不识字
无师自通学会大提琴

应大叔正优雅地拉着大提琴。视频截图

夫妻俩山上迷路
民警巧用警笛
“听声辨位”接回两人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徐露）
前天下午2点多，海曙区公安分局横街派出
所接到报警，说有人在溪下水库附近的山上
迷路了，找不到回去的路，需要帮助。

原来，蒋先生夫妻俩退休后喜欢到处游
山玩水，前段时间，他们在网上看到关于横
街的游玩攻略，十分心动。13日上午9点
半，两人一路开车到横街藤岭水库附近，将
车停好，稍作准备后就上山了。

横街山清水秀，空气清新，但很多山区
并未开发，山势有些陡，也没有山路，夫妻俩
互相扶持着往上爬。因为经常锻炼，两人体
力不错，连续翻了几座小山后，发现路越来
越难走，才有点慌了，路遇山间老农，听说这
一带山都没有路，下山也只能自己找“野
路”，两人就更慌了。

到了下午2点左右，两人终于找了一条
路下山，通过手机定位，发现是在溪下村附
近，但一条大河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而来
时的路早已认不清。又饿又累的夫妻俩，无
奈之下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横街派出所叶警官立刻带
着队员上山救人。在警车上，叶警官了解到
两人所在的山还有手机信号能联系，第一件
事就是加了对方的微信，通过微信定位，确
定他们大概地址在溪下水库附近。

由于山间定位偏差大，地形又复杂，叶
警官一行人爬了半天的山，也没找到蒋先生
他们。经过一番讨论，叶警官决定采取“听
声辨位”的方式寻找——警车沿途打开警
笛，一旦蒋先生听见，立刻通过微信告知。

经过一番“折腾”，叶警官终于看到了在
溪下水库对面的两人。由于水库隔断，无法
将蒋先生两人直接带回，幸亏附近有鱼塘，
叶警官立即找来鱼塘承包人帮忙，开着渔船
到对岸接回了两人。下午4点多，夫妻俩终
于回到了自己的私家车上，民警叮嘱两人安
全回家后才放心返回。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
员 薛丛川）近日，微信朋友圈
中有一段视频被热转，视频中，
鄞州区东吴镇天童小学的门卫
大叔，在夜幕下拉起大提琴，曲
调优美，十分洋气。记者辗转
得知，大叔名叫应海根，今年67
岁，会三种乐器。

据网友“冰月”介绍，一天
晚上路过天童小学，忽闻悠扬
琴声传来。带着好奇心，网友

“冰月”走进了天童小学，令她
惊讶的是，演奏者居然是学校
的门卫大叔。大叔练琴认真，
聊起天来也是幽默风趣，十分
有活力。

昨天下午，记者联络上了
这位姓应的门卫大叔，与他聊
了聊学乐器的故事。应大叔
说，自己自幼热爱乐器，很小就
学会了笛子，后又学拉二胡，两
样都耍得不错。不过，大叔打
小家境贫寒，饭都吃不饱，更别
提念书了。因为大字不识几
个，后续学乐谱乐理就有点
难。大叔说，自己脑袋里有套
记忆乐谱乐理的方法，只是“认
识它们，但说不出个所以然
来”。

应大叔每日等师生离校
后，才开始拿出乐器勤学苦
练。对他而言，耍弄乐器就是
一种享受。至于为什么会学拉
大提琴，应大叔哈哈大笑：“因
为乐队里没人会拉，大家觉得
我稍微聪明点，学得快。”

原来，三年多前东吴镇成
立了一个老年人乐队，名叫“喜
洋洋”，应大叔报名参加。一群
老年音乐爱好者，一周两次聚
会、互学，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不过，老人们最擅长的全
是二胡，大家觉得太过单一，为
此买了一把大提琴“丰富”一下

配置。结果谁也不会拉大提琴，大家就推荐了应大叔。大叔虽不识
字，但凭着一股热情，竟也摸索出了一些名堂。

“买琴时老师就教了几遍指法，接下来就全靠摸索了。”应大叔说，
乐理应该是相通的，就是大提琴比二胡多了两根弦，复杂多了。他觉
得自己现在的水平还差得远，称不上“拉得好”。

其实，应大叔的才艺早就名声在外。因为学校门卫房靠着主干
道，应大叔练习时，常有过路人聆听。路灯幽暗，一曲终了，常会有人
鼓掌，还有人走到门卫找应大叔搭讪。平日里，应大叔也很喜欢跟着
乐队外出表演，如今也算得上是乐队的“大提琴手”了。天童小学艺术
节时，应大叔会系上红领巾，拎着二胡上台表演，自信满满。大叔说，
学校重视艺术培养，还让自己开课当老师，可惜自己的理论基础真是
不行，只能凭实践经验跟学生们沟通一下。他认为，学乐器最大的“窍
门”就是热情，自己喜欢的东西，哪有学不会的道理？

除了本职和乐器，应大叔还是一名出色的“科学老师”。他帮着老
师管理学校的实践基地，经常教孩子们辨认农作物，跟他们一起浇水
施肥，挖芋艿、除虫子。

应大叔说，自己学乐器绝不会影响工作，因为孩子们就像自己的
孙子孙女一样，一定会时刻保护好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