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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邻家园

八旬老太高空坠落 好邻居“生死营救”

□记者 陈毓磊

当 86 岁老人不慎从 11 楼窗
口坠落，倒挂在晾衣架上，你会怎么
办？茅台花苑居民区的杨培生、李永
轩挺身而出、高空救人，让老人化险
为夷。在 7月 18 日举行的上海市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会上，杨培
生、李永轩两人获得“上海市见义

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八旬老太高空坠落
卡进晾衣架
去年 1月 21日，上午 9点 30

分许，家住 6 楼的杨培生休息在家
看篮球赛，突然外面一声巨响，隐约
有什么重物从楼上坠下。杨培生感

觉不对劲，赶忙跑到窗边，一看竟
然是 11 楼的邻居老奶奶张阿婆坠
楼了。
86 岁的张阿婆患有老年痴呆

症，事发当天儿子媳妇外出上班，就
把老人反锁在家里。张阿婆想出门，
却发现门打不开，于是便想从阳台
上爬下去。
幸运的是，张阿婆坠楼时被 7

楼住户的窗外晾衣架阻挡，随后便
卡在 6楼窗外的晾衣架上，整个人
处于倒挂状态，随时可能会继续向
下坠落。

好邻居上演
5分钟“生死营救”
看到窗外挂着的张阿婆，在派

出所工作近十年的杨培生当机立
断，想要伸手去营救。然而老人悬挂
着的晾衣架距离杨培生有一米远。
他急中生智，从一旁搬来凳子垫脚，
弓着身子，趴在窗外，一手抓着老人
的衣服，一手紧抓窗台防止两人坠
落，慢慢往自家窗口拖移。
“保持不动，不要往下看。”他

对张阿婆喊话，让她尽量保持目前
的姿势，并告诉她马上就会得救。天
气寒冷，老人年事已高，渐渐体力不
支，加上身上厚重的衣服，杨培生一
人力量有限，便不断大声呼叫，让周
围邻里共同帮忙。
此时，住在 7 楼的李永轩听到

了外面的动静。李永轩一看窗外的
情况，立马赶到杨家，协助杨培生开
展营救。

李永轩大胆倾身窗外，“本来
我是不怕的，但是低头一看楼底下
聚集了好多人，还对我们喊加油，突
然有一点点慌。”但是李永轩很快
恢复镇定，和杨培生两人紧紧抓住
老人，使劲将张老太拽回屋内，成功

救下了张老太。
看到老人平安得救，楼下围观

的居民，纷纷拍手称好。“整个过程
大概只有 5 分钟，后来底下的人就
拨打了 110、119 和 120。”随后公
安、消防、卫生等部门到场，进行后
续处置工作，李永轩便默默离开。

勤勤恳恳 充满正能量
这次被评为“上海市见义勇为

先进群体”，杨培生、李永轩两人却
觉得这只是他们的举手之劳。

杨培生今年 54 岁，目前在仙
霞路派出所工作，在普通的岗位从
事着普通的工作，但他却一直喜欢
“见义勇为做好事”。前些年杨培
生上夜班执勤，在虹古路遇到了交
警查酒驾。“那个交警个子比较
小，驾驶员手一挥打到交警就要
跑，我一看到就立马冲上去把人抓
住。因为我个子高嘛。”杨培生腼
腆地说道。
比杨培生年长的李永轩已经退

休在家，在茅台花苑住了二十几年的
他和楼里的邻居基本都是 “熟面
孔”。“邻居遇到这种事，我相信很多
人肯定都会挺身而出的，哪怕没有这
个荣誉，我也一定会去救人，这是我
应该做的。”
正是因为身边有了杨培生、李永

轩这样见义勇为、正能量的人，才让这
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友善、更美好。

杨培生 李永轩

□记者 陈毓磊

古色古香的厢房造型，墙顶和
墙北面种有绿植和鲜花，初夏时节，
让人掩鼻皱眉的垃圾厢房竟是一派
生机勃勃，周围几乎没异味。前不
久，虹旭小区的垃圾厢房成了朋友
圈里的“网红”。

去年 3 月，虹旭居民全面实施
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尽管有过
不适和艰辛，但垃圾分类之路越走
越扎实。如今，连小区的垃圾厢房也
换上了“新装”，环境随之大幅改
善，居民们积极参与，颇感自豪。

为化解矛盾 垃圾房披新装
原先走进虹旭小区，一眼就能

看到一个垃圾厢房伫立在主干道的
中央。后来为了开展垃圾分类两定
工作，垃圾厢房被位移了。移动之
后，垃圾房位置更靠近居民楼，部分
居民一打开自家窗户，就看见了垃
圾房。尽管垃圾房设计建造得十分
雅致美观，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个垃
圾房，引得部分居民不满。
为了解决垃圾房裸露造成的

“视觉污染”，虹旭居民区发动群众
集思广益，最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吴红萍想到一个方法：用绿化将垃
圾房掩盖起来，让它和绿化带连成
一体成为小区里的新景观。这一想
法很快得到了小区居民的认可。于
是，虹旭居委将这一垃圾厢房改造
事宜委托于小区里的“绿化达人”
张新根。
要给垃圾厢房做衣裳，那原材

料从哪儿来呢？张新根想到了小区
有居民在自家楼外种植凌霄花，曾
引起邻里矛盾。“那不如把凌霄花
藤移植到垃圾房边上。”张新根认

真思索后便把想法告知了那位居
民。得知张新根的来意后，居民主动
把花交给张新根处理。
于是，张新根在垃圾厢房的背

面移植了一棵凌霄花老藤，紧挨着
边上又种了一株鸡血藤。今年初夏，
凌霄花开出橙色花朵，鸡血藤开出
红紫色的小花，绿衣覆盖、鲜花妆点
后的垃圾房成了小区里的新 “景
点”，甚至有居民表示看到垃圾厢
房这么干净美观，都不好意思乱扔
垃圾了。

“绿化达人”生活丰富多彩
垃圾房的面貌焕然一新，小区

的“绿化达人”张新根功不可没。张
新根今年 78 岁，自从 2004 年退休
在家后，他便积极参与社区工作，社
区生活丰富多彩。
虹旭小区的微园里种植了许多

绿植花草。络石、五叶木通、红千层

……每种绿植上都挂着一块科普
牌，这是都是张新根义务整理的。
“我们小区以前有位从事园林工
作的居民，我跟着他学习过相关的
知识。”
张新根发现小区里还有很多花

草树木，但是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他还整理了几百种草木的科属类
别，并将相关信息制成铭牌，贴在小
区里的草木上。“有些居民很惊讶，
居然有这么多草药生长在我们小区
里。”
去年小区里设立了 “瓶子菜

园”，将闲置的空油桶、水桶、饮料
瓶加工处理成器皿，种植当季蔬菜，
张新根被任命为菜园园长。曾在上
海民族乐团演奏竹笛的他，还义务
教小区里的孩子们吹奏竹笛。“只
要身体允许，我想一直干下去，退
而不休，发挥自身特长，服务好社
区这个大家庭。”张新根笑着说道。

虹旭有位“绿化达人”
扮靓垃圾厢房解矛盾

张新根为绿植制作铭牌

近日，正在公司上班的徐女士，
突然连续接到几个电话，第一个电
话是来自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称
她的父亲要汇出一笔“巨款”，可能
遭遇了投资诈骗。还没等她反应过
来，第二个电话又打了过来，对方是
杨浦分局五角场镇派出所的民警，
称他们正在劝说她的父亲不要汇
款。更让徐女士吃惊的是———民警
告诉她，这已经是她的父亲第三次
到银行来，执意表示要汇款了。

徐女士感觉不对劲，当即驱车
来到了银行。只见父亲气冲冲地坐
在椅子上，不停地说着：“你们不要
吃饱了饭没事做；万一我被骗了，我
认栽；我后悔算我的；再不汇款我的
几百万收益就没了！”父亲身旁则
围绕着正在不断劝说的银行工作人
员和民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徐老伯最近加入了一个

“股票投资”微信群。群主经常向大
家推荐一些即将上市的所谓新三板
股票。看到群里“晒”出暴涨几倍的
收益，徐老伯不禁动了心。他通过群
主陈先生了解到有一家公司即将发
行的“新三板”股票，投资潜力巨
大。该公司甚至还邀请徐老伯赴外
地“实地考察”。这一切都让自恃是
老股民的徐老伯认为是绝好的发财
机会，机不可失。于是在没有任何法
律文书和经济合同的前提下，就要

将 60 万先汇给对方，购买所谓的
“原始股”。

了解清楚之后，徐女士感慨万
分，风险如此巨大的操作，为什么平
时颇为谨慎的父亲，竟然一意孤行？
不管警方和银行工作人员如何劝
阻，他都听不进去呢？关键在于骗子
太过狡猾。骗子紧紧地抓住了老人心
存侥幸，盲目投资，追逐暴利的心态。
一再给其灌输机不可失，必须抓紧行
动的思想。其次，骗子手段也特别隐
蔽，将老人引入到这个所谓的投资群
里。在封闭的群环境里，信息渠道来
源单一，反复引诱其上当，一旦上当，
老人的思想就会变得非常固执。哪怕
女儿平时与父亲有颇多交流，也根本
没意识到父亲的心态早已发生了变
化。最“狠毒”的一点是骗子把老人
引到了异地，特意设定了一名所谓的
公司人员与老人接洽，造成所谓公司
“有事实、有真相”的假象，让老人陷
入局中无法自拔！
治安总队提醒市民，一定要多关

心父母的微信群，特别是其中所谓的
“理财”、“投资”群。老人投资理财
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多和家人沟
通，遇到通过电话、微信、QQ等方
式，以投资理财为名要求转账汇款
的，没有书面合同和法律文书的，务
必提高警惕意识，以免上当受骗！

（仙霞路派出所）

老人沉迷投资
家人苦劝不听

【所长讲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