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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装待发
5月15日，台州市域铁路S1线温

岭城南车辆段，四辆崭新的动车组静静

卧在铁轨上，整装待发迎接6月底试

运行。

台州市域铁路S1线工程，从杭绍

台铁路台州中心站到温岭城南镇，全长

52.4公里，采用最新研发的动车组，设

计时速每小时140公里，总投资约228

亿元。台州市域铁路S1线日前顺利

完成热滑试验，紧锣密鼓进入联调联

试。 刘振清 摄

为奖励孩子
这名母亲做出荒唐事

通讯员 顾晓晨 张星昱

本报讯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大多

数家长的期望，龙游县的一名母亲，为了

孩子能上一所好大学，却做出了荒唐

事。近日，龙游县警方破获了这起盗

窃案。

此前，某车主报警称，自己在某洗车

店洗车后，驾驶室内的一个现金红包丢

失。民警接警后，迅速锁定嫌疑人郑某。

郑某系洗车店店员，落网后，警方在

她的电动车上发现可疑赃款，郑某当即

承认了自己的盗窃事实。

郑某交代，自己是在洗车时顺手牵

羊的，这么做是为了把偷走的钱当作奖

励金送给儿子，鼓励即将高考的儿子能

考上好的大学。据悉，郑某还有一名女

儿，正在读研究生，因家中经济压力很

大，动起了歪心思。

目前，郑某已被龙游县公安局依法

取保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本报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章捷

本报讯 伸出大拇指，向下弯两下，是手语“谢谢”的意思。近

日，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伟俊，学会了第一个手语“谢谢”，

教他的，是一位特殊“老师”小程。

小程和前女友小李、以及小李的闺蜜小颜均是聋哑人。两年

前，小程为挽回小李，向小颜求助，却落入一个精心编制的陷阱。

小颜以帮小程破镜重圆为由，编造各种说辞，诱使小程通过网

贷平台贷款，并多次向他索取财物，诈骗金额高达23万余元。

得知被骗之后，小程追款维权更是屡屡碰壁，还因无力支付高

额利息，频频被网贷平台催款。

当地残疾人联合会了解这一情况后，指引小程通过法律渠道

维护权益。2021年1月，小程来到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戴日科、

黄伟俊两位律师同时接待了他。

黄伟俊记得，初次见小程时，小程孤身一人，“感觉他很无助。”

一支笔、一张纸、两部手机，他们开始无声沟通。

“我想拿回属于我的钱，可我不会说话，也听不见，还不懂法

律，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小程在纸上写下了他的诉求。

两位律师同情小程的遭遇，决定为他提供公益法律服务。他

们为小程办理了委托手续，以代理律师身份向经办民警了解案件

经过。

“手语‘谢谢’，就是第一次带小程去派出所后，回来途中他

‘教’我的。”黄伟俊回忆。

在侦查介入阶段，两位律师了解到，小颜经济条件困难。与此

同时，小程所借网贷还款时间逼近。

为解其燃眉之急，两位律师帮助小程写了司法救助申请，小程

顺利拿到1.5万元的司法救助款。

日前，法院判决被告人小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

月，缓刑三年，罚金5万元。小程也收到了小颜家人代为退赔和补

偿的30万元。

前不久，小程专程前来感谢，还带了同为聋哑人的朋友到律所

进行法律咨询。

“如小程一样的弱势群体，在不幸成为被害人时，可能因为种

种原因不懂维权、不会维权，这时候律师应该主动站出来，发挥自

身专业优势，做那个‘撑伞’的人。”黄伟俊说。

（文中所涉当事人均为化名）

通讯员 谢远远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本报讯 汽车与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被卷入车底，司机

吓得手足无措，被压者生死不明。危急时刻，正好晨跑路过的民警

蒋端彦，立即上前施救，并指挥热心群众一起将车抬起。仅用38

秒，被压者获救，这一幕发生在前不久的平湖市街头。

5月12日早上7点多，平湖市区，一辆直行的摩托车与左转的

汽车发生碰撞，摩托车驾驶员被卷入车底，摩托车则倒在一边。

汽车司机慌了神，下车后一边打电话、一边求助路人，晨跑经

过的民警蒋端彦注意到这一幕，立即跑上前，查看被压者情况。跪

地俯身查看后，蒋端彦发现，被压者身上有多处受伤，整个人已经

失去意识。

“必须尽快把人救出来！”蒋端彦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

这时，周围热心群众也纷纷赶来帮忙，“我是警察，大家听我指

挥 ！”见过来帮忙的群众越来越多，蒋端彦立即指挥大家一起用劲

抬车，避免对被压者造成二次伤害，并拨打指挥中心的电话，联系

救护车赶来。

期间，20多名路人从四面八方涌来，用时38秒，众人合力将

车子挪开。此时，被救出的摩托车驾驶员也醒了过来，不断发出呻

吟，蒋端彦一边鼓励她坚持，一边联系她的家属告知事故情况，直

到救护车将她接走。

见事情告一段落，蒋端彦默默离开了现场。目前，摩托车驾驶

员已脱离生命危险。

见习记者 杨云寒 通讯员 温公宣

本报讯 5月13日，平阳县公安局鳌江派出所户籍民警李银

君的微信上收到一张合影。这张合影的背后，是一个迟到22年的

返乡故事。

老聂今年65岁。22年前，他独自从湖北老家来到南方打工，

几经辗转，与家中逐渐失去联系。

几年前，老聂在平阳打工时不慎遗失一代身份证，不知如何补

办证件的他，几次想要买票回家，但因没有身份证便没有成行。

最近，思乡心切的老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鳌江派出所户籍

室求助。民警李银君了解情况后，立即着手帮老聂找回身份。

因老聂遗忘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李银君根据他的姓名和住

址，在海量数据中查找比对。一番功夫后，李银君发现，老聂的户

口因历史遗留原因，在早年间已被当地派出所注销。

后知后觉成了“黑户”，老聂这可犯了难。为了帮老聂达成回

乡的心愿，李银君和900公里外的湖北当地派出所跨省连线，协助

老聂恢复户口，并通过多方联系，拨通了老聂家人的电话。电话拨

通的那一刻，老聂终于和22年未见的家人通上了话，双方十分

激动。

近日，为老聂办好临时身份证明后，李银君带着老聂去医院做

了核酸检测，联络好动车站的工作人员，并自费为他购买了一些生

活用品，筹备起他的返乡之旅。

第二天上午8点，老聂踏上归乡路。临行前，李银君帮老聂将

行李搬进站，又从民、辅警自发筹建的爱民基金中申请300元现金

塞给老聂以备不时之需。

8点40分，李银君将老聂送上动车。第一次踏上回家旅途，

老聂有些不安。为了打消老聂的顾虑，民警与列车长交代了他的

特殊情况，同时和老聂仔细说明一路上的注意事项。

当天下午3点多，老聂终于见到了阔别22年之久的家人。后

续，老聂将在当地办理身份证。

老大想修路
老二偏不让
调解员破僵局

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周晓燕

本报讯 5月13日，在安吉县矛调中

心的调解下，当地一对亲兄弟终于达成

协议，十多年的纷争画上句号。

陈大和陈二虽然是对亲兄弟，两人

因早年分家及老人赡养等问题，一直有

积怨。两人住得也近，陈大家人进出，必

须从陈二家门口经过。由于两兄弟赌

气，陈二家门口50米泥路坑坑洼洼，从

未修过。

前两年，陈大开了一家茶厂。每年

3月，白茶采摘和加工季时，家门口的泥

路总让客户们望而却步，影响了茶厂生

意。陈大想修路，陈二偏不让。近日，陈

大向安吉县矛调中心申请，要求调解。

老调解员王正平了解情况后，第一

时间赶到两兄弟家，实地调查。

陈大的住处坐落于泥路的尽头，屋

前有1000余平方米的稻场，屋后与山体

相接处是茶厂；陈大家出行，必须经过陈

二家门口的泥路。王正平看了道路状况

后，根据两家人的情况，提出道路变更的

建议。

“陈大屋前的稻场足够宽阔，可以从

稻场旁边重修一条路。”王正平和村干部

算了算道路修筑的宽度、长度等。

“道路修好后，陈二家的院子会有一

部分地块被占用，损失了部分院内面

积。”王正平于是建议陈大用400平方米

的茶山和陈二进行土地置换。

方案提出后，两兄弟谁也不肯服软，

调解陷入僵局。对此，王正平劝说陈大，

“亲兄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何必斤斤计

较。让客户们走在这泥泞的路，影响自

身形象和声誉，值得吗？”听了王正平这

番话，陈大接受了土地置换的调解方案。

另外两名调解员也趁热打铁，分别

劝导陈二和他的家人，从情理和法理等

各方面耐心解释。最终，两兄弟同意了

调解员提出的方案，在协议上签字。

（当事人均为化名）

这场无声援助，律师做起“撑伞人”

这张合影，他等了22年

38秒20多人，见证一座城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