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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警用棉衣温暖摔伤老人获全网点赞

马喜虎：谁碰上都会这么做
暖心事

八旬老人独自外出
交警自掏腰包送回家

大娘车内昏迷
公交司机及时救助

八旬老人独自外出，想乘坐公交
车回家却遇困难，两名热心交警自掏
腰包为老人打车。

12 月 24 日 17 时许，营口道与贵
阳路交口，交警和平支队贵州路大队
五大道警区交警高泓正和张嘉文正在
执勤。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走上
前，说自己一个人外出，80 多岁了也
不会坐地铁，想着坐公交车回家，请他
们帮忙看看哪路公交车可以到家。

高泓正和张嘉文在询问老人家庭
住址后得知，老人住河西区德才里。天
气寒冷，再加上老人拄着拐杖，二人在
安慰老人不要着急的同时，悄悄给老人
叫来了一辆网约车。等车赶到后，他们
又将老人扶上了车。他们的举动让老
人十分感动，连声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徐燕通讯员焦轩刘希萍

图片由交管部门提供

晚上10点半，“外卖小哥”林峰
（化名）决定收工了。这还算是他下
班比较早的一天，因为约好了要与
异地的女友打个视频。把自己的

“坐骑”（电动车）放到站点儿，10米
之外就是他的新家“暖新公寓”了。

新家的一楼是 24 小时“工会驿
站”，小林用手机刷了“进门码”上楼，
打开寝室的门，一股暖流扑面而来，
冬夜里奔波的一身寒气瞬间消了大
半。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扔进洗衣机，
再到寝室配备的独立卫生间冲个热
水澡，一天的疲惫瞬间轻松不少。当

“焕然一新”的小林坐到桌前和女友
“报告”近况时，女友直夸小林“还挺
精神的”，小林开心地举着手机和女
友“显摆”：“这是我们新公寓，有暖
气，能洗澡，工会发的新被褥……你

看像不像学校宿舍？感觉又回到学
生时代了。嘿嘿，我在这儿每个月住
宿的费用就四五百块，少花钱，多赚
钱，很快就能回家娶你喽！”

让小林这么“嘚瑟”的地方，就
是河西区总工会利用河西区工人文
化宫的场地，专门为外卖员、快递员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打造的温馨家
园——“暖新公寓”。公寓内部现有
11 个整洁明亮的房间，每间寝室可
以住 6 个人，上下床的布置很有点

“校园风”。河西区总工会还特意为
入住者准备了暖“新”床品，愿他们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够享受到一
个温馨如家的休憩环境。现在，公
寓里已经入住了40多人，都是家在
外地的“小哥”，让他们在天津也能
感受到家的温暖。

小林和女友“现场直播”扩大了
范围——他来到楼下的“工会驿
站”，饮水机、电冰箱、电视机……给
生活提供了很多方便。图书角可以
在休息时充实一下自己；AI 智能中
医体检仪还是个身边的“小医生”；
工会发放的餐券，可以定期到指定
餐厅改善伙食；还开展“每月驿剪”
活动，为大家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一间暖和的房，一张舒服的床、
一些生活中需要的设备与关照……
辛苦忙碌的“小哥”们已经足够满
足。工会为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与支持，送
到身边的是真实的温暖。让他们在
这个工作的城市中有家的感觉，能
更加安心、舒心、放心地为幸福再加
一把劲。 本报记者任悦

昨日上午，在天津城市发祥地
之一的南开区古文化街内，天津港
打造的“津港印象”展示体验项目正
式落成运营。

记者在现场看到，“津港印象”
展示体验项目位于古文化街宫前广
场，与著名的天后宫和戏楼毗邻，上
下三层，在保留古文化街建筑历史
风貌的同时，引入现代时尚理念，集
文化宣传、品牌展示、商品展销、商
务活动等功能为一体，充分利用声
光电技术全方位展示天津港口和城
市互促共进的密切联系，体现港兴
城兴、城荣港荣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港口与市民密切相关，
来自天津港的相关产品也将在这里
进行展示和销售。”天津港文化传媒
公司总经理冯健表示，目前可以看

到的是红酒、清酒等酒类以及邮轮
纪念品，未来还会推出冷链冻品和
生鲜产品。比如即将到港的智利车
厘子，也会在这里进行展示和品尝，
市民如果有购买计划，可以在线上
下单，快递直接到家。由于是港口
产品，所以在整个运输链条中会有
相应的优势，性价比相对较高。此
外，天津港还将与古文化街合作，预
计明年4月份开通从古文化街到东
疆湾沙滩景区的旅游专线。丰富市
民和外地游客的游玩选择，增强旅
游体验。

文/摄 本报记者李文博

“谢谢师傅，要不是你们救我，我
都不知道自己会怎样。我现在身体恢
复了，特意来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昨天，一位大娘走进新市镇公交站，不
住地对驾驶员和车队说着感谢的话。

原来，这位大娘前几天被 701 路
公交车驾驶员救助过。当时是 12 月
21 日 7 点左右，张洪升驾驶 701 路公
交车由天津站后广场发往新市镇公交
站。到达终点站后，发现有位大娘没
下车。他以为大娘睡着了，便上前呼
喊几声，可都没有回应，张洪升察觉不
对劲儿，赶紧拨打120、110电话。

与此同时，同事何喜察觉到车内
异常，也赶紧跑了过来，从张洪升与急
救人员的电话沟通中得知，大娘可能
是犯心脏病了。他又赶紧跑回自己驾
驶的公交车上，从包中拿出硝酸甘油，
给大娘服下。

服药后没多久，大娘慢慢醒来，此
时120和110也赶到了现场。急救人
员为大娘做了诊疗，监测心电图，告知
大娘可能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导致昏
迷。大娘意识清醒后，表示等身体好
转些再自行去医院治疗，随后现场民
警将大娘送回家中。

本报记者徐燕通讯员李玫
图片由公交一公司提供

“骑手”专属公寓配齐温暖元素

暖“新”公寓既暖身更暖心

“津港印象”展示体验项目正式落成运营

港口美食联动古文化街

昨天，寒冷的冬季，车水马龙的路
口，出现了暖心的一幕。年过八旬的
刘大爷独自外出时意外摔伤倒地不
起，正在附近执勤的公安西青分局交
警支队张家窝大队辅警发现后，不仅
将老人扶起，还将自己的执勤棉衣脱
下来披到老人身上，两人手拉手的照
片被路过的行人拍下，一件棉衣暖了
老人身，也暖了路人心。

昨天上午9点50分左右，交警张
家窝大队辅警马喜虎，正在复康路与
碧欣路交口执勤，这时一名骑着自行
车的热心市民急匆匆过来说：“前边有
位老人摔倒了。”马喜虎立即在热心市
民的指引下跑过去。

此时，摔倒的老人正脸朝下趴在
路边，赶过去的马喜虎第一眼就看到
老人手指开裂、血流不止。他一边询
问一边查看，发现老人面部也有鲜血，
连忙和另外一名辅警王海，合力将老
人扶坐地上，仔细查看发现老人的眼
镜已经摔碎，鼻子也被摔破。

因为老人左手血流不止，二人先
用纸巾将伤口裹住，为避免失血过多，
马喜虎还牵住了老人流血的手。这时
候，路边的热心群众已经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在询问中得知，老人今年
81岁了，走路时突然就摔倒了。

在等待120救护车的间隙，担心
移动老人会加重伤势，马喜虎不敢直
接将老人扶起，但又怕老人长时间坐
在地上会受寒着凉，于是便将自己的
执勤棉服脱下来披到老人身上。“天气

本来就冷，失血后人体又要降温，当时
他冻得直哆嗦，谁家都有老人，给他披
上衣服，谁碰上都会这么做。”已经从
事辅警工作10多年的马喜虎说。

通过沟通，坐在地上的老人表示
不想去医院。马喜虎干脆也跟老人一
起蹲在了地上劝说起来：“您摔得挺严
重的，特别是手，绝对得去缝合。”在反
复劝说下，老人这才决定去医院治疗。

牵手帮老人止血，棉衣披给老人
抗寒，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群众随手
拍下并发到网络上，赢得大家纷纷点
赞。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后，将老人
送到了医院治疗。当天下午，不放心
的马喜虎还跟老人取得了联系，得知
老人在缝合伤口后已经回家休息。

本报记者徐燕
通讯员焦轩王晓烨李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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