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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因为酒驾曾被吊扣半年驾驶证，但江苏籍男子尹某
某不思悔改，这次带着儿子赶场应酬醉驾，最终因涉嫌危险驾
驶罪被刑拘，等待他的还有法院的审判。

男子带着儿子醉驾

“当晚执勤时共查到两名醉驾男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尹
某某，酒精检测值高达330mg/100ml，最可怕的是他儿子也坐
在车里。”昨天上午，余姚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马渚中队洪队长说
起几天前的这起醉驾案，仍心有余悸。

1月23日晚上835左右，正在马渚镇小马路立交桥北处
设卡检查的马渚中队楼警官发现，一名驾驶白色轿车的中年男
子试图抢道超车逃避检查。民警随即拦下了前面的一辆轿车，
男子才慢慢停了车。然而，就在对前车司机进行呼吸式酒精测
试时，该男子却显得有些慌张，还掉头与车后座的少年说了几
句话。

“车窗打开之后，我让男子吹气检测是否酒驾，没想到当场
就测出了330mg/100ml的醉驾值，远远超出了80mg/100ml
的醉驾标准。”楼警官表示，检测时该男子说话口齿不清，下车
时整个人都站不稳。但他居然以酒壮胆，开车还带着人。随
后，正在执勤的洪队长也走了过来。

经询问，该男子姓尹，今年40多岁，户籍江苏，是余姚某企
业的客户，前两天刚来余姚出差。坐在车里的是他的儿子，今
年十五六岁，刚好学校放寒假，便跟随父亲来到了余姚。没想
到，因为当天赶场应酬，醉驾的尹某某被交警查获了。

随后，尹某某被带到了余姚市人民医院抽血检查。根据宁
波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鉴定，尹某某已涉嫌危险驾驶罪。

8年前也因醉驾被查

据尹某某交代，当天17点左右，他和朋友到余姚市牟山镇
一家农庄吃晚饭。其间，他喝了1瓶左右的红酒，一直喝到1830
左右结束。一开始，头脑还算清醒的他坐着朋友的车，和儿子一
起赶到马渚镇的一家宾馆喝茶。

喝茶聊天两个小时之后，因为有生意场的朋友在余姚市区
宾馆等着，尹某认为两个小时足够让酒精度下降，开车绝对没
有问题，再说也没那么巧被交警查到。尽管朋友提醒他酒后不
能开车，但忙于应酬的他还是坚持自己开车返回宾馆。

此前，尹某某已有一次酒驾案底。2011年2月，尹某某独自来
余姚出差时，因酒后驾车被余姚交警处以罚款2000元、扣证6个
月。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尹某某这次也给儿子树了反面
典型。”洪队长认为，酒后驾车害人害己，事故案例数不胜数。

记者从余姚交警大队了解到，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等待尹
某某的除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之外，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日前，尹某某已被刑事拘
留7日，等待他的将是法院的审判。

记者 孔玲 通讯员 宓水旺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宁波市第一医院2号楼21层李家友住院的病区。他面
容憔悴，两眼呆呆地盯着天花板。见记者来，他掀开被子一角，故作轻松地说“你
看，右边身体一点也不能动”，随后把耷拉着的右手抬到胸前。

意外发生在1月26日下午，当天应邀参加社区团拜联谊会。正当大伙儿喝
茶、嗑瓜子聊得起劲时，李家友突然一头栽在地上，送至医院后被确诊为脑梗塞。

他这一倒，努力支撑的家也瞬间垮了。46岁的他老家安徽，跟妻子在宁波打
工已有十多年，目前租住在江北区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因为曾经在淮北
煤矿工作时发生事故，落下个肢体四级残疾，右胳膊使不上大力，所以此后也只能
干些轻便低廉的活儿。这次出事前，他在一家物流公司打杂，一个月挣2000元；
加上妻子在餐厅打工，一个月有3000多元，总共加起来解决温饱没问题。

可这下，收入全没了，进出病房的妻子满脸愁容。更愁人的是，直到入院他
们才发觉，李家友的医保不知何时断保了。这个月就能续上，可断保期间产生的
费用全得自理。“几天工夫，医药费已经一万元了！”

说这些时，他只是皱了皱眉头，可一提到儿子，泪水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儿子在宁波中学念高二，成绩不错，未来考个名牌大学是他和妻子的期望。现在
他觉得，自己的病拖累孩子了。

“住院治疗得十天半个月，后期还要转到康复中心，至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要花多少时间，都没底。具体评估要到半年以后才明确。”记者找到了神经内科
主任医师董俭。脑梗塞发病急，致残率、死亡率、复发率都很高，李家友46岁得
这病，董医生感到十分可惜。

醉驾男子带着儿子赶场应酬
8年前曾因酒驾被吊扣驾驶证

志愿者李家友突发脑梗塞
这个春节得在医院度过了
他一倒，家也垮了

如果不是因为来势汹汹的
脑梗塞，李家友已经把春节几天
安排妥当了，他打算跟往年一
样，继续到铁路宁波站做志愿服
务。可现下，他只能躺在病床
上，右半身毫无知觉，未来还有
漫长的康复。

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是个未
知数，工作自然是保不住了，为
了照顾他，妻子也辞去了餐厅的
工作。收入来源全部切断的窘
境，让这个原本就困难的家庭雪
上加霜。

“他2013年加入我们团队，
是队伍里的骨干成员，去年90
多场志愿活动，他起码参与了
60场。”陈萍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作为宁波市红十字人体器
官（角膜）捐献志愿者服务队副
队长，李家友入院这几日，陈萍
每天都会到医院看看，还给本报
记者打来求助电话。“他把志愿
服务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很
积极也很坚持，现在遇上困难
了，可不可以帮帮他？”

■快评

生活不易，前路坎坷，可也有温暖。出事时，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叶伟棠第一
时间转账5000元安排李家友入院，此后，志愿者们来了一拨又一拨，陈萍更是天
天出现在医院。市红十字会得知情况后，及时送去了3000元救助金。病房里，
李家友的妻子有时要出去片刻，隔壁两个病床的家属、护工也会来帮着照看他。

这份暖心，源于李家友的善。来到宁波后，他就慢慢把志愿服务做成了习
惯。最初是献血，2005年10月到2012年11月期间，他总共献血39900毫升，
数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2013年查出高血压，没法再献血了，我就寻思着还能干点什么。”他说，后来得
知能捐献遗体，就填了登记卡，还加入市红十字人体器官（角膜）捐献志愿者服务队。

这支队伍常年服务于各个社区，在宣传遗体（角膜）捐献的同时开展便民服
务。李家友文化程度低，但动手能力不差，很快就成了维修家电的一把好手。服
务队不定期在社区摆摊，他只要有空，都会参与。时间一长，志愿者服务队与居
民热络起来，开展宣传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困难。“他上夜班，早上才下班，经常是
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赶来参加。”陈萍说。

志愿者，哪里有需要便出现在哪里。每年春运，李家友都会参与到铁路宁波
站的志愿服务中。

“习惯了呗！本来这次春节还要去的……”说话间，李家友喃喃了一句，眼神也
黯淡了些。他不知道这场疾病终将带来什么，但生活还要继续。 记者 陈烨 文/摄

如果没有这场意外
他的春节还将在志愿服务岗位上度过

突如其来的脑梗塞让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患病前，李家友奔走在各个社区从事志愿服务。

醉驾被查不是晦气是运气
自2011年正式实施至今，“醉驾入刑”可谓深入人心。像这

位8年前曾因酒驾被吊扣过半年驾驶证，如今又因醉驾被查获

的江苏籍男子尹某某，肯定不会不知晓其中的利害，却仍然明

知故犯。对于这种司机来说，被查获不是晦气而是运气。

很多或抱侥幸心理、或安全意识差劲的醉驾司机，都会不

约而同地认为醉驾被查太晦气：罚款、吊销驾照、蹲班房……没

准还饭碗难保。几乎没人认为那是运气。不过，尹某某的经历

告诉我们，他酒驾、醉驾被查更可能是一种运气。你想，如果没

有8年前的酒驾和这次的醉驾被查，依照他屡教不改的臭毛病，

谁知道他自己以及同车的家人或“路人甲”什么时候会遭遇不

测？谁都看得出来，如此胆大妄为，出事是迟早的事。

还好，这种作死的节奏，一次次被交警及时打断，相当于一

次次将那些在悬崖边缘狂奔、随时可能害人害己的“酒糊涂”拦

下并施以惩戒。你说，与自己、家人以及路人的生命得以保全

相比，醉驾被查是晦气还是运气？

据新华社1月30日消息，去年全国共有17264人被依法终

生禁驾，其中，酒驾或醉驾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有5149

人。同样，相对于相关各方的生命安全，遭受终生禁驾的严厉

处罚，更多的也是运气而非晦气。

胡晓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