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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多元的手机丢了，谁不难受？
你交给警察，做回好人吧！”
“宁波小楼”因为一通电话获得全国网友点赞

“天天正能量”联合《宁波晚报》奖励5000元

这两天，一段名为“退伍军人怒斥捡手机刷机顾客”的视频在网上热传，1月18日，“甬上”APP及宁
波晚报微信公众号对此进行了报道，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央视新闻等央媒纷纷转发了这一报道。
数十万网友点赞，很多网友评论“三观超正”。

“亲朋好友都知道这件事了，打电话或通过微
信来问我。大家都认可我的做法，说了很多鼓励的
话。”昨天下午，小楼对记者说，突然“红”了，让他有
些不适应，“我就是一个平凡人，做了大家都会做的
事，没什么了不起的。”

小楼说，当时拒绝刷机、希望对方将捡到的手
机交到派出所，是他下意识的想法，“可能家里就有
这种氛围，不是自己的不能要，多做好事……”

随后，记者联系了小楼的姐姐楼女士。楼女士
是杭州湾新区一所学校的教师，通过她的讲述，记
者了解到小楼能有这样的举动“一点也不意外”。
用楼女士的话说，“这和我母亲的做事风格是一脉
相承的，可以说是一种家风和传承。”

楼女士介绍，楼妈妈是一个热情、善良、有爱心
的传统中国女性。2012年开始，楼妈妈到处做公
益，每到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会亲手做好饺
子、汤圆，让姐弟俩送到福利院。“福利院离我们家
比较远，她就让我们开车送，尤其是我弟弟，他送的
次数最多。”楼女士说。

天气冷了，楼妈妈会买来棉衣、棉袜、棉鞋等送
往敬老院，平时也会带着理发剪、指甲刀去敬老院
帮老人理发和剪指甲。“她说，老人们把她当女儿一
样，她也享受到了大家的温暖，觉得做公益很有成
就感。”楼女士说，弟弟现在单身，母亲平时比较空，
就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公益上，浒山街道附近
的敬老院、福利院都被她跑遍了。这种“温暖”带回
家就变成母亲对弟弟的叮嘱，“做生意要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不要赚贪心钱……”

昨天，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节目组决定，
联合本报为“宁波小楼”颁发特别奖及5000元
奖励，点赞守护人间正气的他！

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一部捡来的手机，本该交还失主，却有人想

着找门路刷机、解锁。面对低劣行径，店主断然
拒绝，还呵斥对方尽早归还，“做回好人”。寥寥
数语，字字铿锵！热血热心，正气凛然！他以最
本真的善良和正义，将他人财务占为己有的丑
陋化解于无形，也让钢筋水泥丛林的人性温度
逐渐聚拢。

他是退伍军人，更是铮铮好男儿——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宁波晚报》奖励楼晨雄
正能量特别奖及5000元奖金一份奖励致敬，为
社会正义，为道德高远。

他没有漠视旁观，而是挺身而出“主持公
道”，他损失了一次“生意”，却获得了所有人的
敬意。 记者 马涛

记者随后联系了小楼。小楼是慈溪
人，今年27岁，2015年从武警部队退役，目
前在慈溪城区孙塘南路开了一家数码店。

小楼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是：对方人
在外地，经他朋友介绍，给他打来电话，大
意是自己捡到了一部iPhone手机，问能不
能进行刷机、解锁。

小楼说，他一听该手机的型号，就知道
市场价要1万多元。“我就说，如果手机有
ID，刷机也没用，屏幕还是会被锁死的，弄
得不好还成了‘板砖机’。”

小楼说，自己是个直性子，就直言不讳
地跟对方说“做回好人吧”，并建议对方把
手机交给警察或者送到派出所去，“换位
思考下，你要是丢了1万多元的手机，你不
难受啊？你送到派出所去，那里有失物登
记的，有人来报警，手机不就回到失主手中
了么？”

小楼说，至于对方后来是怎么处理这
部手机的，他就不清楚。“我们本来就不认
识。”小楼说，“也不存在视频中传来传去的

‘怒斥’这个说法，太夸张了，我不给他弄，
他也可能去找别人。”

小楼告诉记者，这家数码店他开了两
年时间，平时也会遇到一些来刷机的人。

“一般来说，只有手机机主本人我才给他刷
机。”小楼说，“有些人就说是朋友的或者谁
送的，也说不清楚，这些是属于有嫌疑的，
反正我不给刷机，找别人去好了，我不做这
个生意。”

在小楼看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生意，
要明白哪些钱可以挣，哪些钱不可以挣，

“这是硬道理”。

这段视频中的当事人是一家数码店店
主，叫楼晨雄，今年27岁。1月18日上午，
记者联系了这段视频的拍摄者张女士，她
是慈溪一名媒体从业者。16日下午，张女
士拿着不小心摔坏的手机去慈溪孙塘南路
上的一家数码店去维修，正好遇到店老板
在打电话。坐在一旁等待的她，听出了事
情的大概——电话那头的人想对一部捡来
的手机刷机、解锁，反被这名正能量满满的
小伙“教育”了一番。

“我觉得这名年纪轻轻的小伙‘三观很
正’啊，于是就用另一部手机把他打电话的
这一幕拍摄了下来。”张女士说，后来在聊
天中得知，小楼是退伍军人，她更是产生了
一股崇敬之情，“部队的优良传统没有丢，
退伍后带回家乡，带到工作生活中来了，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

回到家中，张女士把拍摄的视频上
传到了视频播放平台，后被多个账号转
发，稳居“抖音热榜”同城榜首位。在
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有600多万人
点击该视频，并有数十万人点赞。

1月18日，甬上APP及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
对此进行了报道，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央视新
闻等央媒纷纷转发了这一报道。在宁波晚报及中

国之声、央视新闻等媒体微信公众号的评论
区，网友纷纷为小楼点赞。

一段突然火了的视频

认准“硬道理”的小楼

央媒转发，网友点赞

“可能来自家风传承”

“天天正能量”奖励5000元

工作中的小楼工作中的小楼

“做人做生意，你要分得清哪些钱该挣，
哪些钱不该挣，这你都分不清，这点硬道理都
不懂，你还搞什么？”——这话要是出自执法
人员之口，一点也不稀罕，可这要是出自一位

开数码店的小伙之口，就有点“稀罕”了。
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客户不就是上帝吗？

但是，“宁波小楼”放着可以到手的钞票不赚，
不但当场拒绝客户的刷机要求，还劝他“做回
好人”，把捡来的手机交到派出所，你说“稀罕
不稀罕”？

说小楼的行为“稀罕”，还有一层意思，总
有那么一些人，经常分不清哪些钱该挣，哪些
钱不该挣；哪些钱该拿，哪些钱不该拿。等到

“出事”的时候，那些不该挣、不该拿的钞票数
目，已经“老大不小”了。而这些“不义之财”，
往往就是从一次次不起眼的“擦边球”“小交
易”开始，再逐渐“习以为常”以后，其三观也在
不知不觉中发生歪斜。从许多人的堕落轨迹
来分析，或多或少与他们分不清“该不该挣”

“该不该拿”有关。
更“稀罕”的是，“做人做生意，你要分得清

哪些钱该挣，哪些钱不该挣”这话，说说容易，要
做到却未必那么容易。有些不清不楚的钱，在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甚至“神不知鬼不觉”的情
况下，是挣还是不挣？往往最考验人。对那些
没有定力的人来说，“见利忘义”也是分分钟的
事。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为“宁波小楼”点赞，
不仅仅是他断然拒绝了送上门来的“问题生
意”，更因为他坚守做人做生意的行为准则，不
为利益所撼动。

如果更多的人能像“宁波小楼”那样认准朴
素的“硬道理”，社会风气就能够更加清朗。这，
也是全国网友点赞、“天天正能量”奖励“宁波小
楼”的期望所在。 胡晓新

“宁波小楼”为啥“被稀罕”？

■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