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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近日，一段救人视频在网上引

发热议：一名年轻女子躲在栏杆外，

准备跳河轻生，所幸被一名男子路

过发现并牢牢抓住，挽救了生命。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救人男

子正是上海市公安局特警总队防暴

突击三支队民警董鸿恩。

昨天，记者见到董鸿恩时，这名

1995年出生的小伙子看起来有些

腼腆。他回忆，事情发生在4月17

日22时45分，他与妻子回家，途经

杨浦区仁德路时，隐约看见吉浦路

桥上有一个人影。多年公安工作养

成的警情意识驱使他多看了一眼：

这个人影竟然在护栏外侧！

意识到事情不妙，董鸿恩放轻

步伐，缓慢接近，只见一名年轻女子

坐在护栏外侧，双脚悬空，微微颤抖

着。就在那名女子身体前倾的刹

那，董鸿恩一个箭步上前，牢牢抓住

她的双臂，将其本已倾向水域的重

心拉了回来。

“你在干嘛？快上来，我是警

察。”伴随着有力的动作，董鸿恩短

短的一句话竟让那名年轻女子一下

子痛哭失声。

“我在这里，你跑不掉的。”也许

出于职业习惯，董鸿恩没有多想就

这么说了。平时对犯罪分子充满威

慑力的话语，此时听起来却格外暖

心有力。董鸿恩一边劝说对方要为

父母考虑，珍惜生命，一边趁机将她

从护栏外侧抱至安全区域。

获救后，那名年轻女子仍不断

哭泣。为了让她平复情绪，董鸿恩

悉心劝导，陪伴她前往属地派出所，

直到她的家属赶到后方才离开。交

谈中，他得知那名女子是因为感情

受挫才选择了这种极端行为。

“河有10米宽，看不清有多

深。还好我及时拉住了她，不然如

果她掉下去了，我也会跟着跳下河

去救人。”董鸿恩说，“当时气温比较

低，如果姑娘真的落水，可能支撑不

了多久。”正是刻在警察骨子里的敏

锐，以及一定要把人救下的信念，让

董鸿恩在极短的时间里近乎本能地

作出了反应。

记者从特警总队获悉，董鸿恩

曾在雪豹突击队服役，2021年从部

队退役后加入上海市公安局特警总

队。今年1月，董鸿恩与同事在街

面巡逻过程中，发现一名持械可疑

男子，并及时将对方控制，为此受到

表彰奖励。

本报记者 杨洁
特约通讯员 李辉

每天练舞两小时
老人名叫李更生，上海人，生于

1934年，今年刚满90岁。精神矍

铄、身材挺拔、气质优雅，如果不是

主持人介绍，很难看出他的实际年

龄。相比年轻选手，老李的动作可

能稍慢一些，但技术水准完全在

线。一位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以专业的眼光来看，老爷子跳

得很不错，关键是极少有人能在90

岁这个年纪呈现至少年轻20岁的

身体状态。在本次比赛中，老李是

年龄最大的选手，而在上海国标舞

界，他也是传奇。

在全场数百位观众不可思议和

敬佩的目光中，李更生完成了比赛，

下场后被众多“粉丝”包围。大家非

常好奇，问老人是如何做到这一切

的。“其实并不复杂，就是4个字：坚

持自律。”老李告诉记者，上世纪80

年代，他在50来岁的年纪接触到国

标舞，至今已有40年，几乎每天都

要去舞场练习两小时。另外，国标

舞对于舞者的年龄并无太大限制，

上到老人、下到儿童都可以参加，但

对于身形体态要求较高，因此老李

平时对饮食控制得也较为严格，一

般只吃七分饱。极度的自律，对老

李而言并不困难，这与他的人生经

历有着很大关系。

获得过两次金牌
李更生曾在空军服役，是新中

国第一代地勤人员，主要负责对飞

行员进行体能训练，帮助他们保持

最佳的身体状态。“最简单的道理

是，如果你要别人去吃苦训练，那么

你就要比他们练得都好。”老李告诉

记者，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极

度自律的习惯，对自己的生活状态

始终保持极高的要求，平时烟酒不

沾、生活规律，单双杠运动坚持了几

十年。后来因为岁数大了，单双杠

运动已无法继续，跳国标舞就成为

他的另一种锻炼方式。

要把舞跳好是体力活，更是技

术活。年届半百才入门的老李，花

了很长时间才成为专业选手，迄今

为止在专业比赛中获得过两次金

牌，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这次

参加海峡两岸国际标准舞联谊赛也

是机缘巧合——在练舞场中，他结

识了上海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健身交

谊舞委员会委员蒋龙扣，并在他的

推荐下参赛。蒋龙扣告诉记者，老

李对舞蹈的热爱与坚持让他非常感

动，参加比赛对老李来说名次已不

重要，只要能走上赛场，就说明了一

切，而这也正与舞蹈运动所提倡的

精神高度契合。

90岁有了“小梦想”
与国标舞结缘至今，老李已经

换了两位舞伴，如今一同参赛的第

三任舞伴是他64岁的女儿，半年前

才开始搭档训练。女儿李惠娟告诉

记者，参加国标舞比赛的亲子组合

很多，高龄选手也不少，但像她一样

能和90岁的父亲搭档跳国标舞，绝

无仅有，对她而言，人生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此。“他喜欢跳，我就一直陪

着他。”李惠娟说，从父亲身上她学

到了“即便到了人生的最后篇章，依

旧可以选择追逐所爱、坚持标准，优

雅从容地老去”。

“只要跳得动，我就会一直跳下

去。”老李说，这次参赛令他最为高

兴的是，到了90岁居然又有了一个

“小梦想”，“有可能的话，明年我还

想去台湾参加下一届比赛，所以一

定要好好练习，去展示我们上海老

人的精神与风采！”

本报记者 李一能

90岁上海“银发舞者”李更生与国标舞结缘已40年，
并作为专业选手参赛——

“只要跳得动，就会一直跳下去”

骨子里的敏锐让他多看了一眼 心里的信念让他无一丝犹豫

  后特警一个箭步拉回跳河女子

2米高的粉色扭

蛋机在花朵围绕下矗立

于浦东锦绣路2769号大

门口，像一场盛大庆典的

开关。许多来到这里的

市民都会开心地走上前

“扭一扭”，迎接好运。体

验过这个仪式感十足的

环节，走进周围的滨水步

道和开阔绿地，就置身于

浦东新区“文化街区 ·城

市美育”沉浸式互动展演

的欢乐海洋了。

今年4月，第十三届

浦东文化艺术节拉开序

幕。从上周末到5月5日

的每个周六，作为浦东新

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旗舰

店”和主场，浦东新区文

化艺术指导中心尝试“破

圈”，打造开放式“文化街

区”，迎接八方市民的

到来。

时尚艺术节
上周六，许多市民来

到这个新晋的“文化街

区”。在这里，文化市集、

文艺演出、非遗技艺展示、

汉服巡游等遍布每个角

落：2769文化广场上，观

众一边观看汉服走秀，一

边从旁边的餐车上拿一杯

咖啡；亲水步道旁的舞台

上，多支青年乐队轮流上

场，音量适中；十余项浦东非遗技

艺集体亮相，摊位前人气飙升；热

情的气球小丑、身着宋代服饰的卖

花郎与古典少女游走街区，吸引众

多市民争相合影；傍晚时分，来自

云南省怒江州的专业演员带领大

家跳起了云南广场舞……

围绕自身场馆、周围春意盎然

的广阔绿地，以及数百米的河边步

道，浦东新区文化艺

术指导中心借浦东文化艺

术节这一契机，打造了一

个开放式“文化街区”，也

打开了传统文化场馆的

“围墙”，迎来了自己的“破

圈”时刻。前来游玩的市

民很多，但因为场地开阔、

动线流畅，并不让人感觉

拥挤。不少市民还在草坪

上席地而坐，听音乐、品

咖啡，享受都市里的休闲

时刻。

市民是主角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

导中心主任张磊告诉记

者：“‘文化街区’的形式能

自然融合文艺活动与城市

商业。文化在街头巷尾自

由流动，激发人们探索城

市的热情，深度体现城市

特色，是国际上最受欢迎

的城市展示的经典模

式。中心作为浦东公共

文化的‘旗舰店’，积极打

开‘围墙’，充分利用水岸

绿地的环境特色，整合多

样性的演出资源，让市民

不知不觉置身于文化的海

洋，随时随地享受文化；也

通过‘文化街区’的平台，

吸引和凝聚优秀的社会文

艺团队。”

据了解，未来“文化街

区”还将成为“吸铁石”，凡是有才

艺的社会文艺团队和个人，都可

以毛遂自荐，申请成为“文化街

区”的表演者。“让市民真正成为

公共文化的主角，在好看、好玩、

好吃的体验中感受浦东的魅力，

推动浦东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张磊表示。

本报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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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浦东

新区栖山菜场正

式改造升级为浦

商邻里汇，店面

整洁宽敞明亮，

蔬菜平价超市吸

引不少周边居民

前来选购。据介

绍，此次升级改

造在完善菜场买

菜功能的基础

上，融入小修小

补、咖啡、烘焙等

业态，打造具有

洋泾文化特色的

新菜场。图为井

然有序的蔬菜平价超市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栖
山
菜
场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李
更
生
在
国
标
舞
赛
场
上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普通人的“上海故事”

特写

昨天下午，    海峡两岸国际标准舞
联谊赛在前滩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比赛中，
一对特殊的搭档一亮相就引发了全场的掌
声与喝彩。只见一位  岁的父亲带着  
岁的女儿在赛场中翩翩起舞，成为本次比赛
的亮点之一。如何在  岁高龄依然能参加
专业舞蹈比赛？赛后，这位超高龄的“银发
舞者”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