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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下午 4 点，衢江区高

家镇中心小学的放学铃声响起，3

辆黄色校车整齐地停靠在教学楼

前，等待孩子们上车。

五年级的钱睿熙一走出教学

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曾经的校车司机翁云丰。他激动地

跑上前，拉住翁云丰的手喊道：“你

终于来啦！今天是你送我们吗？”

其他孩子也跟着跑了过来，把

他围在中间。翁云丰微笑着摇摇

头，招呼孩子们排队上车。随后他

也登上校车，但没有坐到那熟悉的

驾驶座上。

今年51岁的他，因为身体原因

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岗位。当天是

作为随车人员来护送孩子们回家，

也是想借此作一次正式的道别。

生死攸关的5秒钟

4 月 11 日下午 4 点，翁云丰驾

驶着校车准时来到学校，接送39个

孩子放学回家。

“翁师傅好！”“老司机好！”在

一声声稚嫩的问候声中，孩子们蹦

蹦跳跳地上车。翁云丰像往常一

样，一边热情地回应着，一边叮嘱

孩子们抓紧落座。等随车的安全

员刘丽检查完安全带，清点好人数

后才发动车子。

高家镇中心小学总共有3辆专

用校车，其中翁云丰负责的这条总

长 11.5 公里的接送线路有 7 个站

点，他已跑了整整9年，每天早、晚

各一趟，平均一年要跑185天。

在第6站段家村放下4个孩子

后，车上还剩下终点站盈川村的11

个孩子。

从段家村到盈川村，要经过一

座横跨车流密集的G60沪昆高速的

高架桥。

4 点 30 分左右，校车即将驶上

桥面。“这时我突然感觉心脏非常

难受，像要停止跳动一样。”翁云丰

回忆，他当时就觉得整个脑袋懵

了，意识到可能要出大事。这时，他

本能地踩下离合器、挂空挡、踩刹

车、拉手刹，短短5秒钟完成一系列

操作后，车子稳稳地停下，翁云丰却

一头栽倒在方向盘上，昏了过去。

由于事发突然，刘丽和孩子们

都没回过神来。看到翁云丰趴在

方向盘上，都围了上来，但无论怎

么叫，都不见回应。从未见过这种

状况的刘丽，一边轻拍翁云丰的背

部，一边掐他的人中。

“当时我都被吓哭了，掏手机拨

打120急救电话时，手一直在抖。”刘

丽回忆说，过了大概2分钟，翁云丰突

然睁开眼睛，问了一句“孩子们没事

吧”，然后又重重地倒在方向盘上。

在等待急救车期间，为防止出

现其他意外，刘丽引导孩子们下

车，让年龄稍大的孩子带队步行到

离出事地点只有 200 多米的终点

站，那里有家长在等候。

大约过了 5 分钟，翁云丰又醒

了过来。“我醒来后第一个反应是

看车在哪里，孩子们在哪里，但完

全想不起刚才发生了什么。”翁云

丰说，他打算把车子往路边移一

下，以免影响道路通行，却发现刹

车气囊空了。因为在过去几分钟

时间里，他的右脚一直死死踩着刹

车，气被放光了。

刘丽清晰地记得，当时停车的

位置离上桥口护栏只有20米左右，

如果车子失控，冲出护栏，后果将

不堪设想。

经过医院检查，翁云丰被确诊

为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当

晚就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医生说，

像我这样一根冠状动脉堵了85%以

上，心脏骤停5分钟，还能醒过来，

已经是个奇迹了。”翁云丰轻描淡

写地说着自己的病情，但谈到孩子

们没出事，他长长吁了一口气说：

“这才是最大的幸运。”

孩子们眼中的“老司机”

事发当天，在赶往医院的路

上，翁云丰妻子袁卫兰的手机响

了，一位家长发来两条微信：“我女

儿说老翁开车时晕倒了，现在怎么

样？”“等你忙好了回复我一下，我

女儿很担心，回到家就哭了。”

晚上 8 点半，等在手术室外的

袁卫兰又接到了这位家长发来的

信息，说孩子很担心翁师傅，已在

家哭了两次。袁卫兰告诉她“做个

微创手术，问题不大”，家长和孩子

才放下心。

“她叫叶婉婷，每天坐我的车，

小姑娘斯斯文文的。”聊到孩子们，

翁云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孩子们

都牵挂我，就像我很想他们一样。”

9年时间里，不少孩子从一年级

开始就坐他的车，直到小学毕业。

“去年，有3个上了初中的孩子还特

地等在校门口，跑上车跟我拥抱，说

‘老司机’我太想你了。”翁云丰说，

他能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和外号，

在街上遇见已毕业很多年的孩子，

还会亲切地喊他一声“老司机”。

“老司机”的称呼名副其实。

2001 年，翁云丰开始在杭州开客

车，2009 年，他回到老家高家镇办

了家客运公司，承接接送学生的业

务，他当司机，妻子当安全员。从

2016年开始，成了校车专职司机。

翁云丰很喜欢这份和孩子打

交道的工作。袁卫兰记得，2010年

6月的一天，暴雨来袭，衢江区多处

路面被洪水淹没，客车停运。

下午 4 点多，学校老师打电话

向翁云丰求助，七八个留守儿童因

无人接送，滞留在学校。

翁 云 丰 夫 妻 俩 立 即 赶 往 学

校。天下着雨，校门口一段 500 米

左右的道路被洪水淹没。翁云丰

深一脚浅一脚蹚水进了学校，把孩

子一个个背出来，再骑着摩托车，

将他们全部安全送回家后，已经是

晚上7点多。“时间过得真快，这几

个孩子现在都有二十多岁了，现在

碰到还经常要讲起这件事。”袁卫兰

说，翁云丰经常念叨，每个孩子背后

都是一个家庭，孩子的安全是头等

大事。这次突发心梗，在生死关头

停下车救了孩子们，他觉得这是司

机的职责，并没有对外人提起。

每次出车前，都要仔细检查车

况，这是“老司机”的习惯。“开校车

这些年连剐蹭的小事故都没发生

过，更没出现过车子半路抛锚，影

响孩子上学和回家的。”翁云丰说，

开车也需要体力，所以他平常很注

意锻炼，每天要做六七十个俯卧

撑、十多个引体向上，再快步走一

两个小时。“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身

体很好，没想到会突发心梗。”

一次特殊的告别

考虑到目前的身体状况，翁云

丰忍痛将接送孩子的工作移交给

了新司机。

“我现在最失落的是离开孩子

们，真有点舍不得，但安全第一，我

只能放弃这份工作。”翁云丰说，这

么多年过去，他已习惯有孩子们相

伴的日子。即使生活上遇到了烦

恼，一坐进驾驶室，看着孩子们开

开心心上车，叫他一声“老司机”，

他所有的烦恼就会一扫而空。“小

孩子天真无邪，他们带给我的都是

快乐。”

内心的纠结，让他萌生了一个

想法：希望再见见孩子们，和他们

正式道个别。“以前偶尔有事请假，

请人代班开车，孩子们就会到处打

听‘老司机’去哪了？是不是不开

车了？这一次真的是要永远‘请

假’了。”

得知翁云丰的心愿未了，高家

镇中心小学邀请翁云丰来校当一次

校车护送员，和孩子们好好道个别。

“因为身体原因，以后我不能

再开车接送你们了。”在车上，翁云

丰看着 39 个孩子，说出了缘由，并

嘱咐道：“你们坐车要记得系好安

全带，在车上不要打闹，上下车要

注意安全……”

听到“老司机”不能再陪伴他

们了，孩子们先是沉默了几秒钟，

随后又和往常一样，叽叽喳喳地与

他交流起来。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好了

没有？”“‘五一’我能去你家里玩

吗？”两个男孩问。

几个年纪大点的孩子则表达

了对他的祝福：“你在家好好养身

体，我们以后还要去找你玩呢！”

“希望你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发车前，孩子们用热烈的掌声

表达了对翁云丰的感谢。

每到一个站点，翁云丰都第一

个下车，协助安全员维持秩序，再三

叮嘱孩子们注意安全，快点回家。

4 点 40 分，当校车抵达最后一

站盈川村时，翁云丰和孩子们都有

些不舍。他站在路边一一嘱咐这11

个与他一起经历过“生死5秒”的孩

子：“你们两个以后不要那么调皮捣

蛋。”“你回家路上不要贪玩。”“你们

少买点辣条，多吃点饭，长身体。”

性格腼腆的叶婉婷微笑着站在

人群中，欲言又止。翁云丰朝她点点

头说：“我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谢

谢你这么关心我，以后好好学习。”

孩子们懂事地点点头，挥手和

他告别。

这时，天上下起淅淅沥沥的小

雨。翁云丰目送着孩子们的背影

渐行渐远…… 衢州发布

“这是一朵绒花，我选了‘牛

奶紫’（单依纯应援色），但是我看

不见，不知道好不好看？”5月4日

晚上8点，新蜂音乐节后台，徐佳

媛将一枚绒花胸针，送给歌手单

依纯。

这枚胸针出自衢江区华颐达

残疾人之家的非遗绒花工作室。

每一朵绒花的诞生，都要历经炼

丝、染色、晾晒、勾条、烫绒、打尖、

传花、粘花等工序。而这些精美

绒花的制作者，都是和徐佳媛一

样身有残障。

小小绒花，也能“开”出别样

人生。用徐佳媛的话说，这件礼

物不仅蕴含着偶像曾经演唱的歌

曲名《绒花》，更象征着困境中依

然不屈不挠、充满活力的生命。

“我希望，跟我一样的残障人士能

被更多人看见。”

在单依纯手上，牛奶紫色的

花瓣微微颤动，细密绒线折射出

温暖的光芒。她告诉徐佳媛：“绒

花很好看！你好用心！谢谢你！”

“我在2020年的夏天，听你唱

《永不失联的爱》，很温柔很动

人。”站在偶像身边，徐佳媛打开

贺卡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单

依纯贴心地扶着她的右手，两人

一同触读贺卡上的文字：“你的歌

声是我耳机里的 GPS，带我在黑

暗里摸到光的形状！要一直闪闪

发光呀！——你的头号耳粉‘丸

子小仙呀’。”

“丸子小仙呀”，这个充满活

力与可爱的网名，正是徐佳媛在

网络世界的代名词。去年9月，徐

佳媛开始学习拍摄、剪辑视频，并

在抖音、B站等平台以这个名字发

布视频，内容涵盖日常起居、学

习、旅行等。视频中常展现她如

何借助听觉、触觉等完成做饭、化

妆、出行等任务。今年春节，“丸

子小仙呀”记录的“温暖回家路”

视频感动了全国网友。

从第一次买菜时的小心翼

翼，到第一次独自旅行时的勇敢

坚定，再到第一次“看”音乐剧《南

孔》时的沉醉其中，以及如今第一

次参加音乐节的兴奋期待，徐佳

媛的视频风格始终温暖治愈。她

用真实的生活记录，打破了公众

对视障群体的惯有印象，向大家

展示了视障人士的无限潜能与丰

富多彩的生活状态，也因此被众

多网友亲切地称为“黑暗中的小

太阳”。

“能用声音陪伴你，我也觉得

很幸福。”单依纯的眼眶中闪烁着

感动的泪水，随即给了徐佳媛一

个暖暖的拥抱。

徐佳媛轻声说道：“我看不

见你，可是能感觉到你的裙子很

漂亮。”单依纯听后，立刻用细致

而生动的语言，向徐佳媛描述起

自己在新蜂音乐节的登台妆造：

彩色的拼接假发，黑色的丝绒长

裙……

在摄影师的镜头下，两位女

生肩并肩站在一起，笑容纯真而

灿烂。

“音乐给人力量。”这段发生

在青年节的温暖邂逅，成为徐佳

媛生命交响曲中最新跃动的音符。

视障博主“见”到偶像

本报讯（记者 杨晨 张丽莹）
近日，衢江区文化特派员·有礼

大篷车暨全域文明推进活动在

岭洋乡鱼山村文化礼堂精彩上

演。“有礼大篷车”在为山区群

众带来文化盛宴的同时，也有

力配合了当地全域文明建设的

开展。

当天下午 2 点 30 分，活动在

鱼山村独具特色的《稻鱼舞》中拉

开帷幕。独唱《水调歌头·盈川

行》婉转悠扬，越剧折子戏《何文

秀》选段韵味十足，演员们精湛的

表演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本次活动由中共衢江区委宣

传部主办、岭洋乡人民政府协办、

衢江区文化馆承办。在器乐、歌

舞表演中，工作人员还通过一问

一答形式，普及文明乡风、文明

用语和端午节习俗等知识,现场

观众积极参与，答对的观众还获

得了精美的奖品。随后，歌伴舞

《寻味衢江》、越剧《十八相送》和

魔术《幻彩山乡》等精彩节目轮

番登场，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

潮。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为

衢江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提供

了舞台。

“这次活动给村民带来了欢

乐。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好多场

相当类似的文化活动，让村民生

活更开心。”岭洋乡鱼山村党支部

书记 柴良丰说。

“有礼大篷车”开进库区岭洋
歌舞盛宴共促全域文明建设

“唱响心愿”用歌声致敬劳动者
本报讯（记者 王钧毅）近日，

一场“唱响心愿”文艺赋美五一劳

动节的音乐会活动，吸引了五百多

位市民前来观赏，了却自己想要倾

听的音乐心愿，过了一个有意义的

劳动节。

当晚 7 点，在衢州银泰城活动

现场，衢江文艺志愿者罗娟倾情演

唱了《忽然之间》《晴天》和《后来》

等十首歌曲。演出中设置的“我唱

你接”环节，成为音乐会的一个亮

点，参与接唱的观众既可展现自己

的才艺，又能获得精美的节日礼

品，一时间，活动现场的节日氛围

就变得更加浓重。

“和家人一起，在银泰这边逛一

下，坐下来静静地欣赏一下这个音

乐，让人很放松。”市民余伟洪说。

区文广旅体局、区文化馆作为

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很早就通过线

上、线下收集心愿歌单的方式，邀

请乐队现场演唱歌曲等，用音乐向

劳动者传递节日祝福。市民纷纷

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前往衢州银

泰城，在电子大屏留言区现场扫

码，写下想点的歌单。

此次文艺赋美，区文化馆还特

别邀请快递行业的音乐爱好者登

台演出，让衢江听见他们的声音，

看见他们用劳动为这座城市带来

幸福的印记。

“感谢让我们劳动者有一个展

示自己的机会，在这个干净整洁、

灯火璀璨的地方表演，内心感到无

比兴奋。”快递员邓庆华说。

自2023年以来，区文化馆开展

文艺赋美演出2000多场，惠及群众

150万多人次。区文化馆工作人员

表示，“唱响心愿”系列文艺赋美活动

将继续传递衢江人的声音，让大家在

不同的节日里听到不一样的音乐，在

衢江的不同角落遇见音乐、遇见爱。

“这次劳动节，想通过这一次

活动，致敬我们全区的劳动工作

者，用音乐为他们献礼，让衢江的

各个角落都能听到我们文艺赋美

志愿者的声音。”衢江区文化馆工

作人员沈如嫣说。

危急时刻！衢江这位校车司机
心脏骤停前护住11个孩子

茶工坊为媒“小目标”促大共富
本报讯（记者 丁玲 通讯员 郑

涛）这两天，74岁的郑宗昆心情大

好，老两口上山采茶、炒茶，11天赚

了 2200 多块钱，别看钱不多，这对

于衢江区灰坪乡上坪田村西坞自

然村的34位留守老人来说，那可是

一年的养老钱。

郑宗昆曾是西坞村的老支书，

他告诉记者，西坞是山沟沟里的穷

村，年轻人都去外边打工了，村里

都是一些留守老人，年纪轻的也有

60 多岁，平时老人们连门都不出，

除了每月领取的两、三百块养老

金，孝顺的孩子再给点，就没有别

的经济来源了。

转机来自一家叫“云上千里”

的企业 。2022 年，这家企业来到

西坞，以圆梦红色，畅想绿色为

主题，以民宿为载体，与当地政

府、部门联手对村容村貌、道路

交通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

令曾羞于承认自己是西坞人的村

民挺起了腰杆，自豪地当起了推

荐官。

不得不说，企业是有眼光的。

两年多建设下来，企业负责人发现

满山遍野都是好东西，野生野长的

茶叶是纯天然、无污染的，笋干等

农副产品都是绿色、有机的，如果

能收购，既能为民宿内涵扩容，又

能为当地百姓增加收入。

驻村干部郑涛开始还担心，这

些老人家上山采茶挖笋会不会有

危险，结果很快被打脸，老人家们

上山健步如飞，一会就把他这个89

年的壮年人丢得没影了。

今年，企业在乡里的支持下，

建起了共富茶工坊，注册了“灰坪

贡”，11天时间收了3500斤茶青、茶

叶，发放 7 万元左右的劳务费。企

业负责人易剑华为鼓励老人们多

采茶，炒好茶，为卖茶青、茶叶 500

元以上的老人额外奖励了 50 元的

小红包。来卖茶的老人，年纪最大

的有八十六、七岁了，最小的也有

68岁。

“哪怕5块、10块，不管是多少，

对老人家来说也是一种收入，大家

都很开心。”易剑华像哄孩子一样

哄着老人们。

“针对村里的实际情况，我们

乡里提出‘一块两块也是增收，五

十、一百也是参与共富’的小目标，

让村里尽可能多的老人参与进来，

在家边玩边赚点零花钱。”郑涛坦

言，让这些老人有点事干、有点钱

赚，老人就不会觉得自己被遗忘被

嫌弃，幸福感会比常人更高。

“我们老人家连一分钱也赚

不来，还要儿子养老，没啥意思对

不对？这个企业以后还要来收

笋，我们不用给儿子添负担，你说

好不好？”郑宗昆说这话的时候，

底气十足。

本报讯（记者 丁玲 通讯员
郑涛）这个“五一”假期，5000 多

名游客涌入仅有1500常驻人口的

衢江区灰坪乡，体验秀美的自然

风光与舒适气候，分享与当地干

群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喜悦。

引来这波热潮，西坞村的民

宿集群“云上千里”功不可没。今

年年初，“云上千里”正式营业，可

是由于知名度不高，网上预订量

不够，曾遭遇下架命运。为此，乡

政府与衢江当地部门在基建、资

金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通过

旅游公司、老客带新客等方式，让

民宿逐步走上正轨。“我们白天安

排了登山活动，游客可以欣赏满

山遍野的映山红；晚上则准备了

篝火晚会、烧烤、露天电影等。”衢

州云上千里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易剑华介绍，为了能在假日经济

中切一块蛋糕，民宿也准备了丰

富的活动内容来留客、留心。

机会总是会留给有准备的

人。16间按金宿标准装修的客房

早在四月中旬就被预订一空，这

让易剑华之前的担心一扫而空：

“‘五一’期间，我们接待游客量创

历史新高，每天接待量为 300 至

500人次，单日营业收入约1万元，

客人们都相当满意。”

79岁的村民吴奶奶得知在绍

兴柯桥经商的孙女一家要来度

假，连忙劝阻："还是假期结束再

来吧，从没见过这么多人，道路都

堵住了。"小长假接近尾声之时，

孙女一家五口如约来到西坞，吴

奶奶高兴地在"云上千里"民宿招

待了他们。

作为孙女婿的汪先生特意选

择错峰出行来到西坞。谈及妻子

家乡的变化，他深有感触："第一

次来西坞时还是泥泞的土路，行

车不便，房屋都是黄泥砌的。这

两年变化巨大，完善了配套设施，

娱乐项目也很丰富，体验感很

好。"他计划暑假期间邀上朋友

再来深度游玩。

这波成功引流，给予当地政

府和商户们极大信心，乡政府负

责人表示，将会继续以文化赋能

乡村振兴，建设运营乡村文旅产

业项目，依托文化+旅游+科技+

农业的产业布局，尽全力让灰坪

成为“世外桃源”、旅游圣地。

5000+，灰坪乡迎来最燃“五一”

什么是生物钟？

生物钟顾名思义，是一架设在

生物体内的“钟”。它是由于地球

的昼夜自转，导致生活在地球上的

几乎所有生物，为了适应昼夜的节

律改变，而演化出来的一个生物计

时器，用来预知环境的改变，从而

更好地适应环境。

所有的生物，包括植物、动物

都有生物钟……

感兴趣的读者请扫二维码查

看更多内容。

“钟”塌了……人的生物钟竟然不是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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