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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 25日 13时 30分
左右，在哈尔滨市松北区公路大
桥北岸东侧上坞沙滩浴场附近，
两名14岁姐弟游玩时失踪，经过
多部门的打捞搜救，26日13时左
右，男孩遗体在江中被打捞上岸，
26日17时37分，在男孩被打捞地
点20米远的地方，女孩被打捞上
岸。

据溺水男孩母亲讲，25日中
午，她和弟弟带着两家6口人来到
上坞沙滩浴场游玩，当时在沙滩
上刚刚吃完饭，弟弟家的女孩说
是要玩摩托艇，她就让侄女去问
问多少钱，当时她的儿子在旁边
沙滩玩水。大概过了 10 多分钟
后，我们发现两个孩子都没回来，
随后我们拨打了报警电话。

俩人失踪24小时后，26日12
时50分左右，噩耗传来:失踪男孩
在公共浴场警戒线外东侧 100
处，距离岸边50米远处水域被打
捞上岸，不幸的是男孩已经溺
亡。17时 37 分，又一噩耗传来:
女孩遗体在距离男孩20米远的位
置发现，随后被打捞上岸，目前，
家属正在处理善后工作。

生活报讯（记者霍营）25日下
午，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在哈尔滨
西城红场外的广场上，一名年轻男
子突然倒地，心跳呼吸骤停。危急
时刻，正陪孩子练球的哈医大肿瘤
医院头颈外科鼻咽喉口腔二病房
的项丞医生挺身而出，第一时间冲
上前为男子进行心肺复苏。在疫
情期间，所有人都戴上口罩的时
候，他毫无顾忌地摘下口罩，口对
口地为男子做人工呼吸。除了项
医生，很多热心市民也主动上前帮
忙，有用纸板为男子扇风的，有一
直蹲在地上为男子观察脉搏情况
的……直至男子最后恢复意识。
这一感人的场景被围观群众用手
机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引发无数网
友点赞。

突遇男子倒地昏迷
摘口罩施救

26日上午，记者来到哈医大肿
瘤医院，采访到了头颈外科鼻咽喉
口腔二病房副主任项丞医生。谈
及25日救人一事，项医生的表情很
平静。据他回忆，当天3点半左右，
他正带9岁的儿子在西城红场的广
场上踢球，突然听到身后大约10米
左右的地方有嘈杂声，转头一看围
了一群人，都在低头向下看，于是
立即走过去。“现场有一年轻男子
昏迷倒地，好心人正在为他按压人
中，应该是出现了急症，检查后发
现男子脉搏呼吸停止，头面部青紫
肿胀，因此凭经验迅速做出判断，
呼吸心跳骤停。”项医生说，心脏骤
停的患者黄金抢救时间只有五分
钟，抢救刻不容缓。来不及考虑什
么危险，凭借医者的本能，项丞立
即为男子实施心肺复苏并摘下
口罩进行人工呼吸。由于男子的
身形比较大，每次为他做心脏按压
项医生都要用尽上半身的力量，连
眼镜掉下来都浑然不觉。

抢救了大概三分钟，男子自主
呼吸回来了，意识也好转了，后来
能坐起来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可以自主行动了。此时，站在一旁
的项丞才默默地离去。项医生说，

这只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
抢救了一位特殊的病人，其实这样
的抢救在医院里就是医生的日常，
遇到这样的情况，任何一位医生都
会挺身而出。

现场许多热心市民帮忙
项丞说，当时围观的市民没有

一个是男子的亲属，但大家都主动
帮忙，有打120电话的，有给查脉搏
的，还有位热心的大姐一直用纸板
扇风保持空气流通。回想起这一
幕，项丞十分感动：“疫情虽然让彼
此之间的距离远了，但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不会因为口罩和病毒被阻
隔。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会去做，
而且还要做好！”

记者了解到，项丞医生救人的
视频是由围观群众杜太广拍摄
的。杜先生说，当时患者的鼻孔和
嘴角都出血了，但是项医生丝毫没
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摘下口罩就去
救人。把人抢救过来后，他也是休
息了好一阵才缓过来，用水把嘴角
的血迹清洗掉。“除了项医生，当时
现场还有很多好心人在帮忙。疫
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但这一幕让人
特别感动。我把这个视频传到网
上，是希望把这样的正能量传递下
去。”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党委副
书记胡洪涛表示，救死扶伤是医生
的职业所在，项丞医生作为哈医大
肿瘤医院医护人员的代表，危急关
头挺身而出，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能
有这样的举动，看到一条年轻的生

命被及时地挽救回来，我们感到十
分欣慰，也感到无比骄傲。

被救者小龙：
感谢项医生和好心人

26日中午，记者辗转联系上了
被救者28岁的小龙。接到记者电
话时，小龙对昨天被救的事情浑然
不知。“当时我就觉得很晕，接着腿
脚不听使唤，眼前突然一黑就侧身
倒在地上，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
了。”小龙说，等他醒来的时候就看
着一群人围着他问他怎么样了。当
时救护车来了，感觉自己还能走路
就没上救护车，迷迷糊糊地回了家。

回到家后，小龙感觉浑身特别
疼，于是家人又叫了救护车把他送
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经过ct
检查，肋骨有一处骨折，可能是因
为身形较大，摔倒时摔坏了。“我现
在觉得颈椎还不舒服，准备这两天
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当得知自己倒地后，头面部发
紫，身体抽搐，自主呼吸和脉搏停
止，现场哈医大肿瘤医院项丞医生
挺身而出，为他进行了将近五分钟
的心肺复苏才把他救过来的时候，
小龙非常震惊，“我真是不知道自
己经历了这么大的事，甚至不敢相
信，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这名医
生！”小龙说，疫情当前，这样的举
动多危险啊，“这位医生不怕被感
染，给我做人工呼吸，太伟大了，太
了不起了，感谢哈医大肿瘤医院项
丞医生，感谢身边的好心人。”

生活报27日讯（记者时继凯）昨日，
我省伊春铁力市出现一只带有链绳的猴
子，因其非常饥饿，市民在喂食的同时，
联系到当地林业动保部门。

今日，记者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野
生动物救护繁育研究中心获悉，26日下
午，铁力林业局28农场一酒厂附近出现
一只体型较大的猴子，脖子上还拴着链
绳。由于猴子在东北地区属于稀罕物，
引来许多路人围观。这只猴子不仅活泼
可爱而且还不怕人，有人给其投食，猴子
狼吞虎咽地吃着。当时，有市民发现猴
子身上有伤，就向当地警方和林业部门
及时进行了上报，辖区相关部门迅速赶
来处置。

当晚，这只猴子就被送到野生动物
救护繁育研究中心，经过专业人士检查
确认，这是一只成年猕猴，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在其眼眶和额头处有轻伤。通
过其脖子上的链绳发现，这只猴子有很
长时间是被人拴着饲养的。在喂猴子食
物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感觉到，这只猴
子是经过人工训练的，不仅能够听得懂
人类语言，只要给其好吃的还很听话。

据该中心崔岩主任介绍，猕猴不是
东北的野生物种，在将其伤势治愈和身
体情况调整好以后不能将其放归自然。
由于这只猕猴是人工条件下饲养出来
的，已经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目前，在
当地警方调查其来源的同时，该中心建
议将这只猕猴送往当地九峰山自然教育
园安置。作为科普教育基地，这只猕猴
会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小资料：

猕猴适应性强，容易驯养繁殖，栖息
于热带、亚热带及暖温带阔叶林，分布于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和中国南部
地区。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列入《中国
濒危动物红皮书·兽类》易危种。

铁力一酒厂附近
出现受伤猕猴

暖心

痛心

图为被救助图为被救助
的猕猴的猕猴。（。（图片当图片当
地提供地提供））

小伙街头倒地心跳骤停

冰城路过医生摘下口罩施救

14岁姐弟
端午节踏青江边游玩失踪
次日姐弟俩遗体在江中被打捞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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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挡茶香，
夏季来临，茶来袭。
沁园茶庄疫情期
间推出几款特惠
古树茶。
普洱生茶：
邦葳纯料古树茶、临
沧南迫古树茶、易武
正山老树茶饼、老班
章普洱茶、布朗山纯
料饼、乔木青饼、大
雪山生饼、千家寨古
树茶。
普洱熟茶：
班章金毫、南糯山七
子饼、宫廷贡饼、景
迈老树茶、07宫廷
散、勐海大叶散、糯
香小坨。

联系电话:
13204518939
广告勿扰

普洱茶

业务办理电话
89682777
1550465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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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

想捡宾馆
赶紧来！

道外北十四
道街阿拉伯广
场附近宾馆出
兑，正街独栋 4
层，1000多平方
米，34 个房间，
前后门有停车
位，设备齐全，
还有 4 年大合
同，一楼有两个
门市可出租，现
整体出兑，费用
18万。
备注：一楼门市
使用面积90米，
招租中。

电话：1894608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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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十年前，作家许知远曾在一本书里，忧心忡忡地写道：“人们习惯性地夸耀历史的漫长

和延续性，却经常发现他的四周都是‘崭新’的。人们很难看到一幢超过一百年的建筑，对
二十年前的事都记忆不清。”

别让哈尔滨的味道，只能在照片里寻找。米黄色是哈尔滨的城市底色，那一栋栋有历
史、有温情、有故事的黄房子，是这座城市不可复制的珍贵遗存，连接着我们的过去、现在
与未来。不知道黄房子是否有下个百年，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跟时间赛跑，努力保护好它，
让“大地上这一小段凝固的音乐”，回荡得久一点儿，再久一点儿。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核心提示：

最近，关于“哈市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消息，引发
市民关注和热议。《规划》拟将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哈尔滨
市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相互融合的高端商业与科教文创和谐
共建园区，使之成为哈尔滨市文化科教旅游窗口之一。

“它是这块土地上很少能见到的一小段凝固的音
乐，是一幅安静的画，类似水彩或者油画。”我省知名媒
体人、诗人包临轩曾这样形容黄房子之美。

黄房子，是萦绕在几代哈尔滨人心头的情结。城
市飞速发展，那片斑驳的米黄色却仿佛被藏进了时间
的褶皱里，在风雨的侵蚀和灰铁皮的围困中艰难度
日。幸而，在哈尔滨，仍有一群喜爱它的人，不断地透
过围挡的缝隙或者升起航拍器，执着地找寻它的身影，
试图用镜头抵挡住遗忘……

1958年出生的“老哈”宋
文勇，从小就对黄房子情有独
钟。

童年时代的夏日，父亲经
常骑车载他去北京街附近转
悠。周围没有高楼大厦，黄房
子淹没在遮天蔽日的浓荫里，

“每次去，感觉像是一脚踏进了
原始森林，草木繁盛，空气清
新，头顶有成群的乌鸦飞过。”

当年的哈尔滨，田园与都
市和谐共生。让宋文勇感触最
深的是，虽然置身于城中心，却
宁谧的如同世外桃源。那些米
黄色的房子、漂亮的花园、令人
垂涎的果树，涂着绿油漆的木
栅栏，让年幼的他向往不已，渴
望走进去一探究竟。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
住进黄房子里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开始见缝插针地接门斗和
偏厦子，挤占了房前屋后的花
园和菜园。曾经优雅、宽敞的
街区，变得日渐脏乱、局促。上
世纪八十年代末，老宋镜头下

的黄房子烟火气息愈加浓重，
一群老人坐在门口聊家常、腌
酸菜。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
是，当时虽然环境杂乱，至少还
有人对破损的房屋及时维修。

如今，年过六旬的老宋，时
常去北京街附近转悠，焦急地
透过围挡的缝隙，张望这群日
渐衰老的“老友”。他的眼角多
了皱纹，它们的身上添了裂缝，
时光流转，他们也都改变了模
样……

远去的“桃源”

74岁的史颖，每每走近
海城街附近的那片黄房子，都
会觉得自己不再是无根之萍。

“这地方，跟我小时候的
生活环境太像了。”尽管那并
不是她童年生活的街区，她仍
然觉得，这些黄房子能够存
留，对她这样的老哈尔滨人而
言，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在史颖的记忆中，有一把
长长的铜钥匙，常年躺在奶奶
的衣兜里。她从记事起，就和
家人住在南岗区洁净街的一
栋黄房子里，回忆起那段时
光，她声音变得深情而又轻
柔，“我们家的院子很宽敞，
长着杨树和榆树，厚实的墙
体冬暖夏凉，高大的窗户采
光很好，铁艺楼梯是带木质
扶手的，我和小伙伴们经常
在院里跳皮筋、玩过家家。”

当年，史颖家对面住着
很多外国人，院子里种满了
五颜六色的花，每天都有勤
快的妇人出来抖被子。她记
得，每到周六的夜晚，街头回

荡着轻快曼妙的手风琴声，
一群人载歌载舞。她家斜对
面住着一户卖牛奶的土耳其
人，黑色的木栅栏又高又密，
里面养着几头奶牛，过着田
园牧歌的生活……

上世纪60年代，史颖一
家被迫搬离黄房子，80年代
初，那栋建筑被拆掉了，遗憾
的是当年连张照片都没有。
在老年大学学会摄影后，史
阿姨总是忍不住去海城街拍
摄黄房子，用镜头记录下孤
独的房屋，粗壮的老榆树、斑
驳的窗户和木门，就连一个
铜质的门把手，都能让她驻
足许久，这些遗迹和老物件
让她觉得无比亲切，仿佛把
她带回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
光……

两年前，史阿姨曾经在联
发街和海城街交口的院子里，
拍到过黄房子上空的一只喜
鹊。那张照片她端详了很久，
盼着那喜鹊，能够早点儿带来
关于老屋的好消息。

半个世纪的慰藉

“壁炉还在，里面燃烧过的木炭
已经熄灭，而且无迹可寻。走到院子
里，房前屋后各有一个花园，种植着
果树，木桩子被削得尖尖的，排成高
度在一米左右的篱笆，圈出一个整齐
精致的小世界，一个独立自足不受干
扰的居家生活……”

今年4月末，我省知名旅游达人
“冰城馨子”在微信公众号上，转发了
包临轩这篇名为《黄房子》的散文，并
配上了自己用航拍器拍摄的照片。
文章很快在朋友圈刷屏，反响大大超
出她的意料，“做自媒体十几年，收到
过数以万计的留言，《黄房子》是网友
们留言最长的一篇，有人读完文章认
真地写了上千字，让人特别感动。”

一段段优美的文字，一幅幅黄房
子的照片，不但触发了很多哈尔滨人
的集体记忆，也勾起了不少海外“老
哈”们的思乡之情。很多人都想为黄
房子出一份力，甚至想为它写一首
歌，拍成MV。

“冰城馨子”向记者坦言，拍照
时，镜头前残破的老房子和满地狼
藉，让她不免有些伤感，忍不住叹息：

“这么好看又有味道的建筑，一直荒
芜着，太可惜了。”在上百条留言里，
一位网友的留言让她沉思良久，似乎
也代表了多年以来很多人的一个疑
问，“没有哪个城市有哈尔滨这么独
特的旅游资源，遗憾的是，落寞地空
置多年。都说老建筑会说话，如果让
黄房子开口，它会说什么？”

“如果让黄房子开口，
它会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