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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晚，北京西二旗大街，
亮健容天老北京羊蝎子火锅西二旗店
前。门口，摆满了鲜花。排队的人坐
满了塑料凳，大部分人都站着。有的
人，已经在这里站了三四个小时。秩
序井然，没有人催。

他们是从北京各处甚至全国各地
赶来的网友，只为支持英雄栾留伟留
下的饭店而来。

今年8月10日，在河北廊坊固安
永定河，在北京开饭店的山东人栾留
伟听到有人呼喊救命后，勇敢下河将
3名落水儿童推向安全地带，自己却
因为体力不支英勇牺牲。

从网上热议到线下支持，这段日
子，对于英雄的纪念从未停歇。

以特殊方式传递敬意，
“这家店不许倒闭”

“好人。”站在火锅店前，说起栾留
伟，在附近巡逻的保安苏后敏不断向本
报记者感叹。苏后敏说，他从今年这家
火锅店装修起就认识了栾留伟，当时
还不知道是山东老乡，只是感觉这个
人很厚道，夫妻二人都对人特别和善。

在人们的讲述中，栾留伟的形象
也日渐立体。大众日报旗下“大众视
频”采访了店员吕凤钗。她回忆起去
年，自己的丈夫在丰台区一家饭店上
班时，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她
赶紧向栾留伟求助，“当时栾总二话
没说，直接开车陪我到了医院，忙前
忙后，包括后来跟我老公单位对接，
都是他抛头露面，我真的很感动”。

好人，也是网友们对栾留伟的评
价。在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小
红书等平台上，网友们自发留言，致
敬这桩凡人壮举。

网友们的热情，从线上延伸到线
下。火锅店门口，尽是没有抱怨的排
队，放下钱就走的食客，临时来帮忙
的“员工”。

店里只有 18 张桌子。在门口排
队发号的店员告诉本报记者，这些天
来，每顿饭都提前两小时放号，每次
都要发100多号。即便8月25日晚北
京大雨，到晚上 6 点也发放了接近
120个号。他一脸疲惫，叮嘱每个前

来取号的人，前面还要等很久。记者
注意到，这家店此前没准备好如此大
规模的排队，排队号条都是用便签纸
临时手写的。

8月24日晚上，人民日报官方微
博在“你好，明天”栏目中，专门致
敬栾留伟——“栾留伟勇救落水儿童
不幸牺牲，人们来到他生前经营的火
锅店排长队就餐。一条长长的队伍，
一份浓浓的情意，这是以特殊方式向
英雄致敬，也是无声传递爱与良善。
该事件另一名牺牲的施救者赵金，同
样值得尊敬。铭记英雄的名字，弘扬
英雄的精神，这个社会便增添更多温
暖与力量。”

这条微博下面的 1400 多条留言
里，网友们齐刷刷让两个字刷屏——

“致敬”。
抖音上，网友们记录下的镜头

里，有人来到店前放下钱就跑，有人
开车6小时带着全家老小赶来，有人

说“以后只要吃羊蝎子就来这”……
栾留伟妻子再三嘱咐店员“谁的钱都
不能要”，于是店门前形成了一个罕
见的“拉锯战”，总有人想往这家火
锅店送钱，店员们总是追出来退回。

“我家就住在对面，但很遗憾之
前从来没吃过。今天周末，特地约了
几个朋友来这里聚餐。”家住西二旗
的李先生告诉本报记者，他下午3点
就来拿了排号条，到 6 点左右才排
上。但他决定，以后要常来吃。“支
持家门口的英雄。”

“这家店不许倒闭。”人民日报微
信公众号下，网友“印客”这条留
言，收到了5800多个赞。

英雄的勇气和无私行
为，给了我们希望和力量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凡人！这每一次的挺身而
出、拼尽全力，让中国力量更加具象
化，挺起的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央
视新闻官方微博的这条视频评论，说
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央视新闻微博下，网友“胡远
强财经”留言：“关心、照顾英雄的
家 属 、 亲 人 朋 友 是 我 们 的 共 同 责
任 ， 绝 对 不 能 让 英 雄 既 流 血 又 流
泪！”网友“春祺夏安秋绥冬宁”留
言：“向救人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和深深的感激。在危难时刻，他们
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展现了人性
的光辉。正是因为这样的勇气和无
私行为，给了我们希望和力量。”
网 友 “ 庆 幸 ” 留 言 ：“ 传 播 正 能
量，致敬见义勇为的英雄，人民不
会忘记！”

在“大众点评”上，这家火锅店
已经位列“北京羊蝎子火锅”榜单第
一名。每一天，都会有多位网友在这

家店页面下点评。
“支持这样一家店，不仅是对可

口菜肴的肯定，更是对社会正气的一
种鼓励”“在这里就餐，你不仅能享
受到热腾腾的美食，还能感受到一份
来自心底的温暖”“位置虽不在繁华
的路段，但因一段感人的事迹，让人
们从四面八方到此，向英雄致敬”

“这家店一定会越来越好，成为西二
旗的美食地标”“我相信北京是个有
温度的城市”……这样的评论，遍布
在留言区。

其中一位网友，写了四五百字的
长评论，句句情深意切。“栾留伟的
英雄之举，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善
举，更是他内心深处高尚品质的自然
流露。”

“山东人实在、仗义，北京人局
气、厚道”，对于最近人们纷纷前来
支持英雄的饭店，网友“京城美食达
人赵姐”这样评价。

北京广播电视台微博“北京时
间”拍摄的短视频里，隔壁店员回
忆起栾留伟：“栾大哥牺牲，自己躲
在包间里哭了好久，听到这个消息
很痛心。两家关系很好，会相互帮
助，他为这个火锅店付出太多心血，
他真的很用心在经营。”隔壁店的老
板娘则说：“我们附近的几个店商量
好了，如果他的火锅店吃饭的人没
那么多了，我们就会一起去店里照
顾生意。”

行善永不孤单，温暖总
会延续

很多网友说，对英雄的致敬，传
递、展示的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
善良”。

8 月 31 日，“北京时间”微博的
一条视频里，一位北京小伙表示，自
己已经5次来“救人英雄”火锅店吃
饭：“我希望还有更多个‘5次’！人
间 并 不 冷 漠 ， 支 持 英 雄 就 是 真
情！”同样是在这一天，一群摩托
骑 手 专 门 将 聚 餐 安 排 在 这 家 火 锅
店，“每个人心里都是火热的，这是
特别好的风气”。

“我看到了中国人的团结、善

良！这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丢不掉
的。”抖音上，一位网友驱车来栾留
伟生前经营的火锅店吃饭，看到店内
外的场景有感而发。

北京日报客户端上，有网友表
示，照顾英雄的餐厅没问题，但不
提倡打扰人家正常生活，最好的方
式就是常去吃，在心里默默支持；
也有网友留言称，栾留伟是一位救
人英雄，他的壮举如同一束温暖而
璀璨的光芒，照亮了人性的美好；
还有网友表示，栾留伟为救人献出
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值得全社会
学习，自己愿意在店里做志愿者，尽
上一份力量。

让很多网友感觉格外温暖的，是
救人英雄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救人牺牲大哥的火锅店排长队
还有后续”，8 月 31 日，央视新闻官
方微博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就在这
一天，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政府网站发
布公示，追授栾留伟、赵金，授予白
云龙、马东骏、刘宏、彭建强 6 人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就在同一天，“大众新闻”客户

端报道，山东泰安市委政法委、泰
安 市 见 义 勇 为 基 金 会 追 授 栾 留 伟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以
彰义行。

报道中还列出，栾留伟救人牺
牲 后 ， 他 的 家 乡 宁 阳 县 追 授 他 为

“新时代宁阳楷模”，向栾留伟亲属
发放慰问金 100 万元，并将妥善安
排 好 其 父 母 赡 养 和 子 女 抚 养 等 事
宜。8 月 21 日，栾留伟的安葬仪式
在宁阳县烈士陵园举行，待烈士申
报 评 定 程 序 最 终 完 成 ， 墓 碑 刻 好
后，便会下葬。

善行不孤。和栾留伟一起救人牺
牲的，还有 64 岁的赵金。连日来，
很多网友也赶到赵金的家，对这位英
雄表达敬意。

河北日报客户端报道，赵金英勇
救人的事迹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河北以及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的
不少爱心人士纷纷来到赵金家里慰
问。前一段时间，一些爱心人士趁赵
金的家人不在家，悄悄将装钱的信封
从大门门缝塞进来。这些信封，赵金
的家人一个也没有打开。

“什么是善良？是冲下河，游向
落水的陌生人；也是一群陌生人，
涌向英雄留下的饭店。”“人民日报
评论”公众号发表评论说，“德不
孤，必有邻，诚不我欺。行善永不
孤 单 ， 温 暖 总 会 延 续 。 栾 大 哥 曾
说，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对英雄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弘扬
见 义 勇 为 精 神 ， 努 力 做 到 有 一 分
光，便发一分热。”

从线上关注到线下行动，为致敬英雄，这家火锅店前排起长队——

舍己救人 感动网友
本报记者 刘少华

近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很多市民专程赶
来乘坐一趟公交汽车，这是为何？央视新闻微
信公众号报道了背后的故事。

原来，杭州 28路公交车驾驶员孔胜东，曾
在工作岗位上帮助过很多乘客，获得过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9月初，在他即
将正式退休前，许多得知消息的市民，纷纷赶来
乘坐孔胜东开的最后一趟车。有的乘客等了 4个
小时，只为和孔胜东道别，为他送上祝福。

据报道，孔胜东自 1982 年进入杭州市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来，先后做过机修钳工、
乘务员、驾驶员，数十年如一日，扎根一线。

孔胜东常说：“乘客是第一位的，服务是第
一位的。”在他眼中，乘客就是家人。

“开车稳当、服务贴心”，是乘客对孔胜东
的评价。孔胜东的车每天跑 4 圈，一天跑 100
多公里。每天出车前，孔胜东都会先把车清洁
一遍，一圈跑完还要仔细检查。每逢春节，他
还会自费装饰车厢。一直以来，孔胜东坚持人
工报站，告诉大家坐 28路可以去哪里玩、哪里
逛，可以换乘哪些线路。车上还有他自己设计
制作的沿线导游图、转乘示意图。遇到老人、
孕妇、儿童乘车，孔胜东总会耐心等待。

除了公交车司机，孔胜东还有一个身份。
每到周六晚上，在杭州中山北路百井坊巷口，
许多市民会推来家里的自行车，等待孔胜东帮
助修车。

1986 年，孔胜东拆了几遍自己的自行车，
自掏腰包买来工具，在家门口摆起了义务修车
摊，服务往来的市民。自此以后，每周六晚 7
点，是他雷打不动的义务修车时间。这些年
来，孔胜东大约修过4万辆车，并始终坚持不收
修理费。

慢慢地，修车队也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
2012 年，当时孔胜东所在的杭州公交三公

司成立了志愿服务队，孔胜东身边有了好几个
徒弟。一线司机、公交公司后勤、技校学生，
一拨拨年轻人跟着他义务修车。

孔胜东曾说，自己有两个梦想，开一辈子公
交车、做一辈子志愿者。如今，第一个梦想圆满完
成，作为志愿者的孔胜东还会把修车摊继续开下
去。“只要还有力气，就会坚持”，孔胜东说，“孔胜
东劳模创新工作室”继续坚守，为大家提供学习
交流的平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许多网友在了解孔胜东的故事后，纷纷为
他点赞。网友“奇志”留言说：“他是一名普
通的工作者，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
不平凡的成绩。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向孔师
傅致敬！”

在栾留伟生前经营的火锅店前，众多顾客等待就餐。 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在栾留伟生前经营的火锅店前，众多顾客等待就餐。 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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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 一 列 满 载
400 多吨新鲜蔬菜的冷
链国际货物列车由云南
玉溪研和站出发，于 8
月 26 日 抵 达 泰 国 市
场 ， 该 列 车 的 运 行 ，
标志着中老铁路出口
冷链国际运输迈入常
态化阶段。

2024 年以来，中铁
特货公司和昆明局集团
公司积极响应云南省政
府“云菜”出滇、“云菜”
出国号召，大力营销中
老出境冷链运输项目。
玉溪研和至万象的中老
铁路出口冷链国际运输
常态化，为玉溪市开辟
了一条稳定高效的新路
径，降低了“云菜”物流
成本，加速了“云菜”出
口国际化进程。据介绍，
预计每年将有超过 5万
吨优质果蔬通过中老铁
路走向中南半岛国家。

杨 洲 李思瑶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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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步入江西省景德镇市陶溪川文创街
区，包豪斯厂房的锯齿状屋顶，被灯光带勾勒成
明亮的音符，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在这里我能靠自己的手艺生活，也能实现
艺术梦想。”23岁的摊主胡一鸣毕业于景德镇陶
瓷大学，白天他是牧星青花瓷瓷板画工作室负
责人，晚上则是在陶溪川“夜市”售卖陶瓷产品
的摊主。

20多年前，景德镇“十大瓷厂”陆续退出历
史舞台，留下一座座废弃的老厂房、老窑炉、老
烟囱。近年来，千年瓷都转变思路，用新业态复
活工业遗迹，把曾经的老厂房打造成青年创客
个性表达的创业就业平台。

在以原国营宇宙瓷厂旧址为核心区打造的
陶溪川文创街区，从2016年至今，已有超2.5万
人登记为陶溪川创客。今年上半年，陶溪川的营
业额有1000多万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业额。

每月陶溪川会举办创意集市，主办方审核
筛选各报名创客的艺术作品后，会从约4000人

中挑选出 1200 至 1500 名创客，这些优秀的创
客能获得 4 次在陶溪川内摆摊的机会，他们在
道路两旁架起桌子，摆好各式手工艺陶瓷制
品，向来往的游客介绍自己的创意，借助陶溪
川这个网红旅游景点，摊主们每月至少能获得
6000元的收益。

“通过微信小程序就可以申请摆摊，每月摊
位费只要 300 元，大家可以共用一个公共窑烧
制瓷器……”34岁的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苏辉
两年前来到景德镇。在他看来，这里便利的创作
环境、活跃的交流气氛，吸引着怀揣艺术梦想的
年轻人。

除每月固定的创意集市外，每年五一、国
庆期间，“春秋大集”如约而至，每个季度主题
独特的“陶然集”接连不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的创客……目前，常年在景德镇的年轻创客近
万人，其中超四成为“80 后”，超五成是“90
后”，超过一半的创客来自省外乃至国外。

优秀摊主还能获得更好的创业空间支持。

陶溪川内的“邑空间”是原国营宇宙瓷厂
的烧炼车间，现已成为全国各地“景漂”聚集的
双创空间，总占地 3000 平方米。“邑空间”以原
创和年轻为标准，选取在陶溪川市场表现优秀
的摊主入驻，实行晋级制度和动态管理，同时
联动担保公司给予创业贷款支持，帮助解决创
业资金的问题。

作为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入驻其中的
店铺从这里成功孵化的标准是有独立工作室、
有自主经营能力、通过集市或“邑空间”年营业
额在 50 万元以上。目前基地店铺的孵化成功
率在 98%以上，有的店铺在这里从零起步，逐
渐发展成为营收几千万元的大企业。

“邑空间”负责人段浩楠说：“陶溪川是个以
手工业为基础的产业聚集地，这里的特点是创
业成本低、成功率高，景德镇当下的流量、市场
对陶瓷产品的认同以及陶溪川的平台给了创客
很多发展的机会。”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东阳、黄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