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婚第六天，妻子突然瘫痪失语
——龚建强用承诺和坚守创造幸福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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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家长和孩子共同书写

一张明信片，投递进邮筒

内。近日，在上海邮政博

物馆举行的一场研学活动

中，不少家庭感受到了久违的“慢”

生活。

你的暑假感受如何？不同年代

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于许

多孩子来说，感受到的还是来自于

家长的焦虑。一些家长担心孩子耽

误功课、担心其他孩子超前学习，不

想让孩子在暑假“慢”下来。特别是

不久前网上出现的“一年级的暑假

最可怕”“二年级的暑假最危险”“开

学就要初三的孩子们暑假别再玩

了”……更是加重了一些家长的“暑

期焦虑”。

从快节奏的学习生活中“慢”下

来，这应该是暑期的真谛，莫让暑假

异化为孩子的“第三学期”。暑假是

培养孩子习惯的好时机。家长既可

以利用假期，让孩子发展自己的兴

趣、爱好，多接触社会，也可以在“一草一木、

一雨一露、一花一土”中探寻大自然的奥

秘，培养孩子敏锐的观察力，提升孩子的实

践能力、动手能力。

好孩子是“管”出来

的，优秀的孩子是“陪”出

来的。现在的孩子基本上

都被网络“包围”，要让暑假生活

“慢”下来，家长在让孩子远离电子

屏幕的同时，更要通过家校社合作，

给孩子全新的体验，让他们有更广

阔的眼界、更开阔的思路、更开放的

观念，让暑假充实而更有意义。

各大文化场馆在暑期也可以精

准服务青少年，推出各类特色活动

和产品，将文化、文物资源转变为孩

子们乐意看、看得懂、记得住的人

文、科学知识。孩子们在学中玩、玩

中学，获得了书本里没有的知识。

孩子在参观过程中哪怕记住一件文

物、爱上一本读物、有了一种体悟，

都会对其今后的成长大有益处，就

像在移动互联时代，到邮政博物馆

通过邮寄手写书信，可以让孩子感

受到有温度的情感。

快慢之间、张弛有道。暑假，让生活

“慢”下来，可以让孩子们更好地迎接开学

后的快节奏。

今天故事的男主人公龚建强，曾获得中

国好人、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庭等荣

誉。“我就是一个普通人。”龚建强说，“当大难

发生时，是一直以来对美好善良的渴望，让我

和我的家人坚持下来，走过风雨，再见彩虹，

更懂得珍惜。”

同事电告
妻子突然倒下

对21年前突如其来的变故，龚建强至今记

忆犹新。那是2002年5月10日，新婚才6天的他

突然接到妻子同事来电：“你老婆上班时晕倒

了，你赶紧去医院！”等他跌跌撞撞跑到医院才

得知，早上出门时还好好的妻子，因脑血管畸

形导致出血，一下子晕倒，丧失了语言和行为

能力。突闻此信，龚建强如五雷轰顶，泪流满

面。怎么办？没有多少犹豫，当时33岁的龚建

强作了决定，不能放弃才25岁的妻子。他顾不

上亲朋好友多番劝阻甚至是激烈反对，心中只

有一个念头——再艰难也要救她。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妻子叶红的病情得

到了控制，但因手脚和面部肌肉萎缩，基本

丧失了语言和行为功能，属于重度脑瘫。岳

父、岳母含泪对他说：“建强呀，你年纪还轻，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不会怪你。”不少

亲朋好友也劝他冷静考虑：“她可能下半辈

子都要在床上度过，你要照顾一辈子，受得

了吗？”龚建强答应，慎重考虑。可每当夜深

人静，他闭上双眼，满脑子想到的都是妻子

的好。几天后，消瘦不少的龚建强召开家庭

会议，平静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不离婚，要

陪伴照料妻子一辈子！

悉心照料
奇迹终于出现

尽管当时医生说这病康复成功率几乎为

零，但龚建强不愿意放弃。为了给妻子治病，

他用足了力气，动足了脑筋。从家到单位，他

每天骑摩托车来回两趟，早中晚三次为妻子

按摩；自己动手，在家用塑料袋、大米、木板制

作简易康复器材；买来《故事会》让妻子看，自

己在一边讲解。

2004年夏的一天中午，一场大雨瓢泼而

下，龚建强对着妻子慢慢地说：“下雨啦，下雨

啦！”身边的叶红艰难地张口，牙牙学语般重

复：“下……雨……啦……”这是妻子病后所

说的第一句话。激动的龚建强紧握妻子的

手，把她搂进怀里，痛哭失声……

龚建强长期的悉心照料，终于创造了奇

迹，叶红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2004年开始

说话后，除了语言能力，身体其他机能也开始

好转，慢慢地，她可以站立甚至走动。2011年

2月，叶红顺利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给这个

历经磨难的家庭带来了更多欢笑和生机。

21年过去了，如今的龚建强每天都和妻

子、儿子一起牵手散步。这么多年，他坚守承

诺，兑现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也诠释

了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家庭美德。

回报社会
弘扬传统美德

妻子的康复，让龚建强内心充满感激。

感恩这么多年各方对他们家的帮助，近年来

龚建强也不忘带领家人积极回馈社会。

平时，龚建强有空就带着妻子、儿子，和

邻居们一起清理楼道小广告、绿化带、垃圾箱

房等，他所在的楼栋被评为“同舟楼”特色楼

道。2017年，“龚建强志愿服务工作室”成立，

以“助力家文明、传播家文化、讲好家故事、关

注家成长”为使命，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龚建强作为工作室“文明家风”宣讲人和“家

风轮值”当家人，每周末宣讲家风故事，用心

倡导文明家风。他还带头组建起一支家长志

愿服务队，每周末开设家庭文化素养亲子微

课程。

不畏艰辛，积极向上，龚建强夫妇的生活

态度，让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感染。在疫

情期间，楼栋里不少年轻人一起组队，为需要

帮助的老人送去关心和温暖，楼栋也因此而

更有温度。如今，小区里涌现出更多好人好

事让人点赞，有义务帮助换药的钟医生，还有

拾金不昧的潘阿姨……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高温天开车上路，交通安全最重要。日前，内江路

上一家废品收购站外，一辆卡车正在装载大包废品，越

装越多，眼看已明显超高。这样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

患的车真能开上马路吗？实在让人“吓势势”。

肖健 摄影报道

短短17天，一个网约车司机8次撞上转弯

起步的公交车。更奇怪的是，车辆碰擦并不

严重，车损却很高，这背后究竟有何猫腻？

今年4月28日，公交车司机夏先生向上海

静安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报案：4月27日中午11

时许，他驾驶公交车在恒丰路长安路车站靠

站后变道出站时，与一辆从左后侧突然驶出

的网约车发生碰撞。与对方“私了”后，夏先

生在公交工作群中竟发现当月曾有多名同事

与同一辆网约车发生过碰撞。夏先生不禁怀

疑，网约车司机是故意碰瓷，于是向公安机关

报案。

静安警方迅速抽调警力成立专案组立案

调查。专案组通过报案人的公交工作微信群，

找到多名与网约车发生过事故的公交车司机，

详细询问了事故经过。这些公交车驾驶员回

忆的情况与夏先生如出一辙：都是在驾驶公交

车变道驶离车站的时候，被后方突然加速驶来

的车辆撞到公交车左后侧。乍看事故责任明

确，公交车驾驶员只能吃“哑巴亏”。

报案人夏先生是一名有着几十年驾龄的

老驾驶员。事故发生后，他要求对方向保险公

司定损并报警让交警到场处置，但对方以要做

生意催促他尽快“私了”，加之对方明明车损严

重，但要价“合理”，夏先生便同意与对方“私

了”，当场赔付了950元。相比之下，一些资历

较浅的驾驶员则被狠狠地敲了竹杠。

“我当时通过后视镜看到他减速了，以为

他要让行，才放心变道，没想到下一秒就撞了

上来。”一名公交车司机告诉民警，因担心公

司考核扣分，主动选择与对方“私了”。对方

以车辆保险杠、大灯受损严重等理由，要求他

当场赔付了近6000元。“当时想着别被公司发

现，只能自认倒霉。”这名公交驾驶员还自己

掏钱维修了车辆，避免事故被公司发现。

专案组对多起事故现场的公共视频研判

分析，很快查明网约车驾驶员任某的真实身

份。2023年5月4日中午，专案组在本市奉贤

区新四平公路高速收费站将涉嫌“碰瓷”诈骗

的犯罪嫌疑人任某抓获归案，当场扣押涉案

车辆。

经查，犯罪嫌疑人任某今年4月11日起至

4月27日的17天时间里在本市静安、徐汇、虹

口和杨浦等区先后8次“碰瓷”公交车实施诈

骗，涉案总金额近2万元。

警方在查扣任某作案驾驶的车辆时，发

现前保险杠及车辆右侧已是“伤痕累累”，继

续运营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任某解释说

一方面不想花钱检测修理，另一方面觉得车

损越严重，“碰瓷”过程中越能开出高价。今

年6月，犯罪嫌疑人任某因涉嫌诈骗罪被静安

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提醒，近年来，

“碰瓷”现象时有发生。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

伤或较大物损后，应及时拨打110、120处理，

避免因“私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网约车平

台也要加强日常管理，防止“问题车”和“问题

驾驶员”上路。 本报记者 潘高峰

短短  天竟然 了8辆公交车
这辆网约车原来是辆“碰瓷车”

这样超高的车
真的能上路吗

尊老爱幼、妻贤夫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
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已铭刻在中国人心中，融入中国人血脉，
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围绕“我们的上海”
    城市文明风采季创建巡礼活动，本报与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合作推出
“    城市文明风采季文明创建巡礼”专栏，通过一个个文明家庭、一位位
先进典型的故事，展示上海精神文明建设的风采和优秀成果，以及“四个更
好服务”中的生动实践。

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这些动人故事，滋养着我们向上向善之风，也讲
述着我们如何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如何塑造新时代市民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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