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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 7月 16日那天说起。
中午11点20分左右，陈吉开车经过
河泊所村附近时，隐约发现路边沟渠
中躺着一个人。等他意识到对方有
可能受伤时，车已开出十几米远。

陈吉紧急刹车并调转车头往回
开，发现现场确实有一名老伯受伤
了，头部、脸部、手部都有伤口在出
血，尤其是脸部右眼角的一道伤口很
深，身上一件米黄色的衬衫也染了
血，水渠中还卡着一辆电瓶车。

见此情景，陈吉立即下车了解情
况。“老伯说他是应家棚村人，出车祸
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当他说清楚名字
和居住地点后，逐渐失去了意识，再
也说不清楚家人的联系电话了。”这

时，陈吉想到了黄贤村网格服务群，
“应家棚村和我们黄贤村相邻，我想
通过网格群尽快帮老伯找到家人。”

“有谁认识这个人？应家棚村人张
炳海。”为了更快地帮老伯找到家人，
他还拍了几张老伯的照片发在群里。

接着，陈吉又拨打了120和110，
请求帮助。

说话间，老伯表示自己有头晕恶
心的症状。接受过急救知识培训的
陈吉意识到老伯有脑震荡、中暑的可
能，立即从车上拿来雨伞，为他遮阳。

“估计当时路面有40多摄氏度。”
没几分钟，陈吉就大汗淋漓。他说，
自己一个健康人都受不了那种环境，
更何况受伤的老伯。幸亏短短五六

分钟后，120和 110相继到达现场。
120急救人员为老伯做了初步查体
后，带着他离开现场前往医院治疗。

那一边，黄贤村专职网格员徐晓
琼看到陈吉发的信息后，立即将相关
情况通知了应家棚村专职网格员。

2个网格群及时联动，短短15分
钟，就联系上了老伯的家人。在网格
群里率先看到信息的几位村民还特
意跑到了老伯的侄女张幼儿的父母
家里，告诉他们老伯受伤的消息。

张幼儿告诉记者，老伯今年59
岁，7月16日，他吃完中饭去附近的
滩涂抓跳跳鱼，没想到在路上发生了
意外。当天，120急救车先是把老伯
送到了奉化区中医院，检查显示，身

上有多处伤口并且脸部还有骨折，因
伤情复杂，当天转到了宁波市医疗中
心李惠利医院进行治疗。

事后，张幼儿代表家人特意在群
里表达了谢意，并且表示等忙过这几
天，要上门感谢陈吉。

据了解，陈吉是一名80后，在宁
波市区上班，当天是回老家看望父
母。面对老伯家人的感谢，陈吉表
示：“这是我应该做的，任何人看到都
会施以援手。”

他还说，今年上半年，自己的母
亲也在附近骑电瓶车时摔倒在地，当
时也是路人打电话，才及时联系到了
家人。“好的东西应该传承下去。”他
说。 记者 贺艳 通讯员 黄灵冬

今年77岁的张如普从1995年开
始助学，“当时，我在《宁波晚报》上看
见宁波慈善总会发布的消息，说有困
难学子等待广大爱心人士的帮助，就
给慈善总会打电话，表达了助学的意
愿。由此，有了我持续捐助的第一个
学生高同学。”

高同学来自河北，考入宁波大学攻
读法律专业，四年的大学学费对她家来
说无力支撑。张如普当即汇了2000元
过去，之后一直资助到她大学毕业，“虽
然我和这位学生至今未曾谋面，但是能
让她顺利完成学业，我很满足。”

从此，张如普每年都在宁波慈善
总会认领助学名额，帮助在甬就读的
困难大学生完成学业。随着对助学领
域的持续关注，他开始和安徽、福建、
河南、山东、江西、广西、贵州、四川、
内蒙古、福建、贵州等地的贫困学生

结对，“我现在一年资助10多名学生，
每名学生每年3000至5000元。”

别看张如普助学时很大方，可在老
伴眼中，他却是个“小气”的人，“老头子
一直很抠，答应给我买手链的，好多年
都没兑现。一开始还瞒着我，我后来才
知道钱被他拿去助学了。”

“我虽然是个普通的退休工人，
但我们一天三餐不饿着，买一件衣服
可以穿10年，省下来的钱能帮助他
人，何乐而不为？”张如普说，资助这
件事很神奇，把素昧平生的两个人联
系到一块儿，一步步拉近距离。他平
时很少和资助的学生联系，觉得孩子
要读书，过多打扰不好，“可听到他们
说‘张伯伯，你身体还好吗”时，心里
还是暖暖的……”

2014年，张如普得了重病，日子
过得捉襟见肘，但依然不忘自己的助

学承诺。幸好，后来经过治疗，他度过
了术后危险期，身体慢慢恢复，“只要
生活过得去，我愿意一直做个护送学
生完成学业的‘摆渡人’，继续在助学
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今年6月4日，在宁波市慈善总
会和宁波晚报举办的彩虹慈善助学
见面会上，张如普又结对了困难大学
生小赵，“今年原本已资助了15名学
生，但彩虹助学行动还是要支持的，
多帮一个是一个。”他说。

张如普在与小赵沟通后得知，她
的父亲今年因心梗去世，母亲伤心过
度身体每况愈下，家里弟弟妹妹还在
上学。“6月底，我和朋友一起去了小
赵家，凑了3500元给她母亲看病。在
资助小赵期间，我每年再捐助3000
元，帮助小赵的弟弟妹妹！”

张如普家中珍藏着一个红色锦

盒，里面除了他做慈善的汇款单、捐
款收据外，还有一张张受助孩子的相
片和一叠厚厚的感谢信，都是孩子们
寄给他的。

“感谢这两年您给予我的帮助，
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缘，但我感觉您
就在我身边”“张叔，我要结婚了，没
有您的帮助我走不到现在，有机会一
定要来成都参加我的婚礼”……

每封信的内容朴实无华却饱含真
情，为了让年迈的张如普看得清楚，有
的学生还特意把字写成了乒乓球大小。

张如普会时常翻看这些信和照
片，“看到孩子们完成学业、成家立
业，我由衷地高兴。我从没想过要什
么回报，孩子们有能力了，就去回报
社会吧。”他说。

记者 王思勤 潘苗
通讯员 高鹏 文/摄

多帮一个是一个
老党员张如普的
29年助学路

今年6月，张如普和结对学子在彩虹慈善助学见面会上。

上半年母亲被救
这一次换他出手

29年，资助100多名困难学子，累
计支出近70万元，这是镇海一位老党
员张如普的助学路。

当得知今年新资助的大学生小赵
（化名）家中遭遇困境时，张如普选择再
次出手——在每年 5000 元助学金之
外，追加3000元，资助小赵的妹妹和
弟弟读书。“这么多年，我的想法一直很
简单，就是希望尽自己所能，让学生们
未来的路能走得稳一点。”张如普说。

“我叔叔这次伤得很严重，右眼角处缝了20多针，受伤时还是
烈日当空的中午，医生说幸亏救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真的
要好好感谢出手相救的人，救了我叔叔一命。”

7月 17日，奉化区莼湖街道河泊所村村民张幼儿给记者打来
电话，表示想感谢向她叔叔伸出援手的黄贤村村民陈吉。

这个箱子里，装满了结对
学子寄来的感谢信和照片。

陈吉撑着伞为老伯遮阳。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