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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月 11日讯（记者 景
毅） 11日上午7时30分许，正值
交通早高峰，一辆12路公交车行驶
至绍兴路与敦化路路口时，先是在
路口中央停顿了片刻，随后顺坡往
下滑行，眼看就要冲向前方候车的
乘客时，突然向右变向，直至撞到一
棵行道树后方才停下。所幸车速不
快，车上乘客无人受伤，驾驶员被多
名热心市民搀扶送往医院。记者多
方采访获悉，这场小事故背后竟然
还有一连串的感人事件。
记者经过多方采访求证，最终还
原了事故发生前后的情况。原来，事
发时该12路公交车司机突然感觉胸
闷头晕，想要踩刹车制动却已经没力
气了。由于处于下坡路，眼看公交车
开始溜车，车上一名小伙子和一位老
大爷急忙冲到驾驶座旁提醒司机，但
此时司机意识有些模糊。为了避免造
成更大的危险，驾驶员在小伙子的帮
助下向右打方向。公交车车头右侧撞
到路边行道树上停了下来。
事发后，一位正在上班途中的

医务工作者跑过来帮忙，他先是对
公交司机进行了初步检查，随后和
车上最先发现险情的老人一起将司
机送往就近的医院救治。一位过路
的热心的哥见此情形，不仅免费将
他们送到医院，到院后还下车将司
机搀扶进了急诊室。
11日中午，经过治疗和短暂休

息，12路公交车司机已无大碍。司
机和其所属车队向伸出援手的热心
医生、乘客和的哥表示感谢。

（请本文线索提供者王先生到
本报领取线索费 80元）

公交司机：

唯一念头是别伤人

11日上午，记者赶到阜外心血
管病医院时，公交车司机正在急诊
室接受治疗。经医生初步检查，患
者血压偏高，心脏供血不足，需要
静养恢复。
该公交司机名叫张文盛，今

年47岁，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公交
车驾龄的老驾驶员了。“在等信号
灯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胸闷心慌
头晕。”张文盛说，此时车辆已经
启动起来，他试图踩刹车制动，但
脚下已经绵软无力了，想要用挡
杆别住，划拉了两下也没挂上挡。
此时，公交车已经进入了绍兴
路急下坡路段，车辆开始加速下
滑。而路口下方不远处就是公交车
站，当时正值早高峰，车站外聚集
了大量候车的乘客，绍兴路上也全
是车辆。此时，张文盛隐约感觉身
旁站过来了乘客，他下意识地往右
拉了拉方向盘，没有拉动，眼前一
黑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公交车
已经顶到了行道树上停了下来。
张文盛说，自己开了20多年

公交车，从未出过这种事故，在昏
倒前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
千万别伤到人。

急救医生：

不能袖手旁观

记者在医院采访时从急诊护
士处得知，事发后参与救人的那
名医务工作者就在该院工作。记
者随后在医院医政科找到了这名
热心医生孙宏权。对于记者的突
然造访，这名年轻的医生显得非
常意外。“相信谁遇到这种情况都
不能袖手旁观，更别说我们医务
工作者了。”
孙宏权介绍，当时路过事发

地，看到了公交撞树的一幕，赶紧
上前帮忙参与急救。当时车上多
名乘客还有在附近候车的乘客都
围上来帮忙，大伙有的递水有的
送吃的，让他这个过来帮忙的都
很是感动。

车上乘客：

不怨他，他是好司机

孙宏权说，当时车上一位老
人不仅帮忙把驾驶员搀扶下车，
还跟他一起把患者送到医院。“他
好像也是来医院看病的，把司机
安顿好了以后就直接去了一楼病
房。”

孙宏权带着记者在一楼寻
找，果然找到了正坐在病床边输
液的老人。得知记者来采访帮助
公交司机的事，老人连连摆手说，
“这个师傅真不容易，他能为乘客
考虑，我们乘客不能不管他。”
老人名叫王德福，今年 71

岁，当天早上老人乘坐12路公交
车前往医院看病。王大爷说，当时
坐在驾驶员旁边，在事发路口，他
忽然发现驾驶员的右手一直在挡
把旁边划拉，就是抓不住。
老人赶忙起身拍拍司机肩

膀，但司机似乎已经没了意识，头
耷拉着，手紧紧握着方向盘。此时
公交车已经开始往下溜车，车上
十多名乘客全都吓得站起来了。
此时一名年轻小伙子跑过

来，拧了一把车钥匙，驾驶员身体
向右倾斜，意思好像是要把车靠
向路边，机警的小伙子赶紧往右
拉了一把方向，公交车右前轮先
是蹭到马路牙子，溜车的力量被
减缓了很多，随后车头顶上了行
道树。
老人说，司机醒过来先问乘

客怎么样，又担心受处分，这让在
场的乘客都很心疼。“我们一点也
不怨他，毕竟这种突发疾病谁都
没法预判，司机能在关键时刻握
紧方向盘，醒了先问乘客，这就是

好司机。”

热心的哥：

我只做了小事一桩

王德福老人说，除了当时在
场的热心乘客，还有一名热心的
哥值得表扬。“早高峰不好打车，
后来一辆蓝色出租车从中间车道
变道停在路边，招呼我们赶紧上
车，到了医院以后也没要钱，还下
车把司机搀扶进急诊。”
11日下午，记者辗转联系上

了这名热心的哥孙福成，是海博
出租车一分公司驾驶员。接通电
话后，孙师傅连称只是小事一桩。
记者在医院采访时，张文盛

所在车队和分公司负责人依次去
拜访了帮忙的医生和老人，对他
们无私的帮助表达了感谢。
张文盛说，自己在昏迷前，隐

约感觉有人帮他往右打方向盘。
“他在关键时刻的援手帮大家过
了险关，希望能联系上这个小伙
子，向他说声谢谢！”
在此，本报也向广大读者征

求线索，如果您是该事件的亲历
者认识这名年轻乘客，请致电本
报热线96663提供线索。
文/图 本报记者 景毅

5月11日上午10时许，蒋圳平和
妻子再次来到五四广场，几天之前，
蒋圳平在这里跳海救了一名落水女
子（本报连续报道），而这次，他们要
等待几名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因
为救人，蒋圳平近期成了“网红”不
说，在现实中，他也“红了”。

“央视采访我，真想不到”

“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没想到中
央电视台都来采访我。”蒋圳平还是
一如既往的话不多，说话声调也低。
相比丈夫的内敛，妻子蒋文敏直言非
常出乎意料，她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中“直播”这次采访经过，“我丈夫也
觉得很激动，只是没有说”。
正因为蒋圳平在风大浪急的关

键时候跳海救人，网络上引起了大量
关注，央视也注意到了这则信息，赶
到青岛采访。面对央视记者的镜头，
蒋圳平再次讲述了一遍当时救人的
经过，还再次说明，“我会游泳，看到
有人落水，我肯定要去救人的，这是
应该做的。”
看到中央电视台在采访，在五

四广场游玩的游客们都靠了过来了
解情况，得知事情经过，不少人都伸
出了大拇指。

“名气”大，买菜被认出

因为救人，蒋圳平近期成了“网
红”，关于此事的报道被广泛转发、
评论，连他的老家江西媒体也联系
采访了他。蒋圳平火遍网络不说，在
现实中，他也“红了”。“这几天生意
多了不少，很多老乡特地过来，到厨
房里找到他夸奖他。”说起自己的老
公，蒋文敏很自豪，她说，本来饭店
的客人几乎都是为了吃到家乡口味
的老乡，自从跳海救人之后，很多本
地的居民也赶来了，“也不知道他们

怎么找到我们的，都说要见一见他，
还要尝一尝他的手艺，最后还要把
我老公从厨房里拉出来，拍一张合
影才离开。”
蒋圳平几乎每天去菜市场采购，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多次被认了出
来。蒋文敏说，“那些卖菜的大叔大婶

们问他，你是不是那个跳海救人的小
伙子？认出来后，他们还想多送一些
菜给我们呢。”这让腼腆的蒋圳平不
断解释救人“只是一件小事”。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蒋文
敏“代替”丈夫说，她的老公一直都是
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没想到跳海救人

会有这么大的反响，“我们帮助了别
人，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帮他申请“见义勇为”

记者采访中，一直低调的蒋圳
平说出这样一件事：他跳海救出的
徐女士的家属联系上了他，送过来
一面锦旗。原来，徐女士儿子邹先生
在外地工作回不来，计划本月底或
者下月初回青岛，到时候跟救母亲
的蒋圳平见面，当面感谢。
“这锦旗太显眼了，我不想挂，
可是来个客人就要跟我在锦旗前合
影，我都感觉不好意思。”蒋圳平笑
着说，他想收起来的，不过家人也支
持他挂出来。
在网络上，蒋圳平见义勇为的事
迹被广泛传播着，不少网友评论说，理
应为这名勇敢的小伙申报见义勇为荣
誉称号，让更多的人来学习他。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多个相

关部门都在协调处理此事，帮蒋圳
平申请见义勇为称号。
文/图 本报记者 韩小伟

点赞爱心，央视采访青岛救人小伙
跳海救人的蒋圳平成了名人，被救女子家属也给他送来锦旗

蒋圳平接受央视采访，讲述事发经过。

连环爱心，生死关头不迟疑
司机晕倒前和乘客急打方向制动，热心市民将其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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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司机张文盛的妻子在照顾他。 热心80后医务工作者孙宏权。 最先发现危险并救助驾驶员的王德福。 热心的哥孙福成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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