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讯 （记者 徐驰 通讯员

翟晓龙）近日，一名八旬老人逆行
走在机动车道上，十分危险。幸亏他

遇到了民警，民警根据一张自来水
缴费单据，帮他顺利返回家中。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政治处民警魏雨生外出办事，当汽

车行驶至同济路友谊路路口附近

时，发现一名老人在机动车道内逆
向行走，十分危险。民警立刻停车询

问老人情况，却发现老人听力很差，
而且口音极重，交流十分不畅。

为确保安全，民警先让老人上
了车，然后将车行驶至安全位置后，

再次询问情况。此时，老人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水费缴费单据。民警询问

老人：是不是出来缴水费的，然后找

不到回家的路了？老人这才点了点
头。细心的民警根据水费缴费单上

的地址了解到，老人住在月浦三村，
于是立即将老人送至月浦派出所。

随后，派出所民警通过户籍查询，找
到了老人信息。原来，迷途老人姓

高，今年已是 88?高龄，家中还有

一位患有疾病的儿子，两人相依为
命。当天上午 8时许，高老伯出门缴

纳水费，结果却迷路了。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月浦派出所民警潘晓天立

即驾车将老人送回月浦三村家中，
并再三叮嘱高老伯要尽量避免单独

一人外出，如下次再遇到困难，可以
找居委干部或者民警帮忙。

    ?报讯（记者 王军）近日，申
城气温起伏，早晚温度较低。在上海

铁路虹桥站和轨交 12号线龙漕路
站，有两名孕妇因身体不适，急需他

人帮助。好在有热心乘客、民警和车
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两名孕妇均得

到及时救助，幸无大碍。
前天凌晨 5时 30分，一名怀有

5个月身孕的孕妇在上海铁路虹桥

站的厕所内突然晕倒，并伴有抽搐，
由于不知道孕妇晕倒的原因，乘客

发现情况后，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民警和上海铁路

虹桥站的工作人员迅速到场展开救
援。众人到场后，发现这名孕妇瘫坐

在地上，呈半昏迷状，身体抽搐，并

伴有呕吐情况。所幸经过站内医生

和工作人员的救治，孕妇逐渐恢复
意识。一旁的民警则一边照顾孕妇，

一边呼叫 120。
据悉，这名孕妇独自从江西来

沪就医，没想到在上厕所时突感不
适。最终经医生诊断，该孕妇因妊娠

反应引起身体不适，所幸救治及时，

并无大碍。目前，孕妇已被家人接回
家。

无独有偶，11 月 30 日上午 9

时 38分，轨交 12号线龙漕路站内，
也有一名孕妇因身体不适，得到了

大家的帮助。当时，龙漕路站值班站
长宋超的工作手机突然响起，电话

刚接通，就传来乘客焦急的求助声。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名女乘客的求助

声：“我在无障碍厕所内，我需要你
的帮助。”

宋超不敢怠慢，第一时间叫上
一名女性站务员和保洁员赶赴现

场。此时，这名孕妇已经满头大汗，
身体不断颤抖。见此情况，三人迅速

分工，对乘客展开救助。宋超在拨打

120电话后，还与孕妇家人取得联
系。据悉，这名孕妇周女士已怀孕 38

周，当天在上厕所时突感肚子痛，万
幸的是，她在墙上发现了值班站长的

手机号码，于是拨打电话求助。
医护人员到场后，将孕妇周女

士送往医院救治。所幸经检查，其身
体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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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少语，眉目温和。微微垂

首，一方绣布在手间不停翻飞，穿针
走线间，一幅娟丽的十字绣渐渐成

形。不知道的会以为这是在描绘某
位绣娘的心灵手巧。其实，这是一位

在上海建筑工地上做普通电焊工的

大老爷们绣十字绣的画面。令人称
道的是，上班之余，今年 54?的湖

北利川人张兴发，用 7年的时间，一
针一线绣出了一幅有 1643个人物，

全长 22 米、宽 0.8 米的《清明上河
图》十字绣，成为名副其实的巧手

“绣郎”。
“一个月前刚刚完成了新作《四

季平安图》，下一部作品正在考虑
中。”昨天晚上，张兴发告诉记者，绣

了 10年的十字绣，现在越来越喜欢
这门技艺了。

车祸致残开拓新技能
在中建二局华东公司上海奉贤

中电建项目门前广场上，7 名建筑

工人合力展开了这幅《清明上河图》
十字绣。作品中，不论是树林稻田，

石桥船只，还是亭台楼阁，都被张兴
发一针针绣了出来。对于这位头戴

安全帽、手握电焊枪的电焊工汉子

来说，《清明上河图》的诞生，是他人
生中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这

幅作品，老张获得了周边人的认可
和称赞。

然而，张兴发的十字绣之路走
得颇为坎坷。1997年，一场突发车

祸，导致张兴发的腿受伤，最后评
定为二级残疾。虽然对生活影响不

大，但行动却不如以前利索了。一
段时间后走出伤残阴霾的张兴发

开始接触电焊。如今，他已是中建

二局华东公司上海奉贤中电建项
目的一名焊工。

最开始在工地上做外架焊接

时，面对同样的任务，由于腿脚不方
便，上下楼爬梯比较慢，他的作业速

度总是要比其他工友迟缓。为了不
耽误进度，张兴发会比其他工友早

起一个小时，提前来到工地干活。随
着工作技巧的逐渐掌握，他的焊接

速度提了上来，张兴发的生活，也随

着这四射的焊花，一点点亮堂起来。
张兴发的妻子手部残疾，还有

两个孩子正在读书，家庭负担比较
重，为了多赚点钱养家，他决定在工

余时间，再“开拓”一门技能。2010

年，一次偶然机会，他开始接触刺绣

并慢慢地喜欢上了。

焊工刺绣两样都在行
从商家那里买来绣材，张兴发

仔细阅读奉送的刺绣技能学习读

本，没几天，他就会绣简单的图案

了。但周边有人“泼冷水”：一个大老

爷们非要干女人干的活儿，没意思。

但倔强的张兴发觉得，凭自己的双

手挣钱养家，没什么可笑的。
早上天蒙蒙亮，张兴发抓着焊

枪，就一头扎进施工现场进行外架

焊接，下班后则拾起一方绣布，开始
刺绣。因为白天工作累，常常绣着绣

着，就打起了瞌睡，他用风油精涂抹
一下脑门，振作精神，就熬到了深更

半夜……有时候不知不觉靠在沙发
或床上睡着了。

《家和万事兴》《八骏图》，一幅
幅栩栩如生的十字绣作品，在老张

那粗糙的巧手下问世，质量也不断
提高，《红楼金陵十二钗》等作品被

人相中，先后有 5幅作品销售成交，
有一幅卖到了几万元，十字绣逐渐

成了他家的经济来源之一。回忆起
第一次接到有购买他作品意向的顾

客电话时，张兴发说，“当时都快要

激动地跳起来，挂掉电话，就高兴地
喊了出来。”

每当工友们问到他是怎么做到
焊接、刺绣“两不误，都在行”的，张

兴发笑着说，“焊接和刺绣是有共同
之处，那就是需要有一颗平静心。沉

住气、不放弃，就可以锻炼出一颗平

静心，人生就是这样的嘛”。

耗时7?成全新绣郎
为了变成一名具有良好功底的

“绣郎”，张兴发给自己制定了新目

标。他的目光锁定在了中华十大传
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上。张

兴发下定决心，要把《清明上河图》
绣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邻居的

质疑，都在张兴发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孜孜不倦的穿针走线中逐渐消

散。绣布上也渐渐呈现出这幅旷世

奇作的风采，从草木到人物，从河流
到街道，无处不细致讲究。

1643个人物，208个动物，全长
22米，2017年，张兴发耗费 7年工

余时间，终于完成了这幅壮观的《清
明上河图》刺绣版。

如今，张兴发白天仍然顶着安

全帽，用手中的焊枪，为上海的城市
建设作贡献；晚上他则戴上老花镜、

拿起绣花针，用十字绣绣作品，为家
庭的幸福承担责任。焊枪与绣花针，

两种看似无关的工具，却融入了一
位父亲的平凡生活。

张兴发女儿说，爸爸就是撑起
整个家庭的“英雄”，不管有怎样的

不尽如人意，也绝不认怂、永不服
输，过好每一天。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任超 吴涵

焊枪建城市 绣针担责任
54岁电焊工 7?绣出巨幅《清明上河图》

两孕妇出行突感不适 轨交站人员及时救助 民警凭水费单送迷路老人回家

▲ 张兴发正在绣十字绣 本版摄影 任超

▲

全长 22米的《清明上河图》十字绣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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