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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接力救助烧伤男童 三天捐款近20万
本报记者 丁菲菲

下午5点，赵梅买了一碗小米粥，这是
她给在重症监护室的9岁的儿子乐乐买的，
再由护士一点一点通过食道的插管喂下

去。
想着儿子还能吃零星半点的粥， 佝偻

着头， 蹲在监护室外间走廊墙角处的爸爸
孔如杰心中，有了那么一丁点的安慰。可他
一想到儿子那被烧的全身没一块完整皮

肤，眼泪还是忍不住地掉了下来。
“全身多处烧伤95%， 重症吸入性损

伤，低血容量性休克，急性肾损伤，消化道
应激性溃疡”孔如杰嘟囔着这些医学术语，
他不懂这是啥意思，可他明白儿子不好，很
不好。

让他揪心的还有，他的收入微薄，无法
支付20多万元的手术费。不过，让他意外的
是，爱心救援的奇迹出现了。

房子起火 男童被烧

5月8日晚上11点， 承德窄岭村一片安
静，村民差不多都睡了。

临街搭的一间小屋， 赵梅起床去外面
上厕所。200米的路，10分钟后等她回来，房
子着了火，冒着浓烟。

“儿子！”赵梅蒙了，疯一样跑进屋。
屋里浓烟弥漫，什么都看不清，她摸索

着找到了儿子。抱着跑到外面，才发现怀里
孩子已经昏迷，身上的皮已经掉了下来。

“不敢碰，不敢动。”赵梅不敢再想当时
的场景，低着头，胸前的衣服被掉下来的眼
泪洇湿。

房子电线老化起火， 与其说是屋顶更
像是纸扎的顶棚迅速被点燃， 未被烧尽的
顶棚砸到正在熟睡的乐乐身上， 还有被迫
吸入的高温浓烟和杂质。

“他那么乖，那么聪明……”赵梅坐在
医院走廊的墙角，盯着来往的护士，嘴里无
意识地嘟囔着，盼着有人能说一声“孩子稳
定了，可以手术了”。

可直到13号， 乐乐送进重症监护室的
第5天， 医生的诊断仍是 “未脱离生命危
险”。

乐乐入院五天， 孔如杰和媳妇在走廊
外等了五天， 晚上就在走廊的椅子上眯一
会儿。

“不敢走，万一娃有点啥事，医生要找

俺呢”，还有一个原因，孔如杰没说出来。北
京住宿太贵了， 他想着和媳妇能不花就不
花，攒着钱给娃治病。

可揣着1万块钱来医院的孔如杰，怎么
也没想到乐乐住监护室的费用一天就得一

万。更不用说20万元的手术费。对于靠开车
送货一个月挣2800元的他来说，20万需要
攒6年。“能怎么办，家里实在是没钱，没辙
了我就在朋友圈发了条信息， 让有心有能
力的人帮帮这孩子”。

10日晚上8点半，在北京通州干建筑的
孔如杰初中同学徐哥在朋友圈发了关于乐

乐的第一条信息，“救救这个孩子吧！”

充话费 送红包 发朋友圈

徐哥的朋友圈刚发出一分钟后就有人

询问。
“是真的，初中同学孩子，才9岁”“就在

朝阳急救抢救中心”“烧伤95%， 全身没一
块好皮……” 他在朋友圈一一回答朋友们
的疑问。“说是朋友圈朋友， 平时也没怎么
说过话，有的连名字都叫不上来。”让徐哥
没想到的是， 解答疑惑不久后朋友圈很快
被这条信息刷屏。

在徐哥发完状态的一个半小时后，通

州开花店的王洪女士也转发了这条 “救救
孩子” 的信息，“对孩子的妈妈来说这是最
煎熬的一个母亲节”， 她在朋友圈里写道。
从5月10日的第一条信息，到13日晚上8点，
她一共发了48条关于乐乐的朋友圈。11日，
去医院看望孔如杰夫妻的当天， 她发了31
条信息，并跟孔如杰、徐哥熟悉起来。

“我盯着医院，跟捐款的人联系的活儿
就给洪姐了， 好人热心人啊！” 徐哥开着
与王洪的微信， 随时沟通情况。 老事、 年
华、 Z.S、 陈三石、 邵虎、洁、琳子、阿煌、
元何、妙光……王洪的微信开始不停的响，
微信红包、 微信转账的提示频繁跳出来。
“50、100、200、300、500、700、1000……”钱不
断汇入王洪的微信账户上，她攒一攒，再一
起打到孔如杰的银行账号上。

看到朋友圈被刷屏， 徐哥又到QQ空
间 、QQ群和百度吧里的承德贴吧发帖呼
救。中午午饭，他陪孔如杰蹲在外面抽烟的
间隙，QQ也在不停地响。 他划开手机，是
石河子中学的QQ群，又一张中信银行100
元电子转账凭证蹦出来。“我们老家窄岭的
人，好些不咋用微信的，就买电话卡给群里
会用电子银行的人充手机话费 ， 让他转
交。”

11日上午10点 ，款额17200，此时距离
发出第一条状态已有14个小时。

“善款太少了 ，替孩子父母着急 。 ”
王洪在朋友圈写道 。 还好 ，爱心接力还
在 继 续 ，20200 元 、76330 元 、105721元 、
122881元……

13日晚上8点， 汇来的爱心款额升至
181374元， 距离微信朋友圈第一条信息发
出整3天。

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惦记着娃
9岁的儿子在监护室，孔如杰什么也不

做不了，除了在外间的走廊守着。
11号开始， 孔如杰的手机开始不停地

响， 他没想到同学徐哥发的那条朋友圈能
引来这么多人的关注。

他在诺基亚手机的小键盘上， 回复着
宽慰和打款的信息。

“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惦记着娃，”回复
的信息时不时出错， 孔如杰不知道是键盘
太小， 还是不自觉涌上的眼泪挡住了打字
的视线。

看到不少网友反馈想通过微信跟孔如

杰联系，徐哥当即给孔如杰买了一部600块
的智能手机 ，“不管咋地 ， 这手机能用微

信！”徐哥的手机时时连着夹克口袋里的充
电宝，“这几天不停地发微信、回QQ的，手
机用电多”。

拿到新手机的孔如杰， 趴在外面的楼
梯上，掏出旧手机，将上面打电话发短信的
捐款人信息一板一眼地抄在手里的小本

上，“这是恩情，得记着，将来得还。”
“和微信上的人都不怎么说话，名字也

叫不全”，已经作为捐款联系人的王洪也没
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热心参与。 在她的描述
中，微信是你好我也好，自个管自个能发语
音方便跟闺女好友说话的工具。

这些给她发红包的人 ， 不仅有熟悉
的闺女的班主任老师 、 自家兄弟姐妹 ，
还有半熟的 “生意上的朋友”、 来花店买
花的顾客 ， 以及没见过面的出家师父和
在家居士……

14日凌晨，医院的5层一片安静。会用
微信了的孔如杰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
短短十几个字用了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

谢”四个谢谢。“谢谢”下是乐乐举着手咧嘴
大笑的照片。

看到丈夫这条状态， 想到身后病房里
还没脱离危险的儿子， 赵梅的眼泪又掉了
下来。 （文中乐乐、赵梅为化名）

官员任性 国家规定成“狗屁”
股民昏头 专家股神是“股盲”
宋温暖 杨 宁

山西一小官 放出“狗屁”言
“国家规定是狗屁！”“我说他谁是腐

败就谁是腐败！”山西太原古交市一名官
员爆粗口的视频近日在网上挺火。 新闻
报道里出现个别狂妄的官员，也算正常，
但如此狂得没边的奇葩，实在不多。

许多年前，山东就出现过“上管天，
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基层法院院长，
即便狂妄如此， 人家都没敢把国家规定
当“狗屁”。山西这位“任姓”官员，可以说
是太“任性”了。

他“任性”的底气，来自权力，而他的
权力，又从哪里来？现在已经是“把权力
关进笼子”的新常态时期，专治各种“恃
权傲物”。一通“狗屁”言论，臭气熏天。此
人已被撤职开除党籍，权位也如屁消散。

孝子救父曾募款 如今连本带息还

据媒体报道，2012年北京化工大学生
许涛通过微博募款， 拯救患白血病的父
亲，并郑重承诺3~5年内还款，几个月时间
募集到数十万元。时隔3年，曾经给许涛捐
款的某集团战略规划部经理曾鹏宇微博

发文表示， 收到许涛汇过来的钱款———
在原来捐款的基础上，还多出了利息。

当初大家为许涛捐款， 并不是看重
“还” 这个字。 正因如此，3年后许涛的
“还”，才让人心头一暖。古有季布一诺重
于千金， 现在我们从许涛身上看到一个
坚守承诺的故事。如此有责任心，如此坚
定，如此重义忘利，多好的青年啊———也

难怪不少姑娘感动之余纷纷喊着：“当你
还完欠款，娶我可好？”

股盲摇身扮股神 两年诈骗上千人

牛市一来，满大街又都是股神了。还
有人记得当年风光无限的 “带头大哥
777”吗 ？这名因诈骗而入狱的所谓 “股
神”， 给许多股民留下了惨痛的教训。然
而，新的“股神”又冒出来了。

近日， 浙江宁波警方侦破一起股市
诈骗案， 揭开了一件让人震惊却并不新
鲜的黑幕：一名只有高中学历、毫无股票
知识的30多岁女子，召集一群股盲，通过
网络群呼电话， 以高额回报为由推荐股
票及“炒股神器”等，两年内竟诈骗1000
多人，涉案金额达3000多万元。

股市投资，拿的是真金白银。只有努
力学习投资知识， 训练出适合自己的投
资风格， 才能逐步在股市实际操作中规
避投资风险。指望靠“股神”引路，实现股
市发财的美梦， 等于把命运和财产交到
别人手里。试想，如果“股神”们真有轻松
赚钱的“神器”，他们在股市赚大钱都赚
不完，何需再惦记散户手里那点儿钱呢？
这世上，哪有那么好捡的便宜？

三十转型正当年 女副局长有承担

25岁硕士毕业， 入职便担任湖北宜
昌某县人社局副局长 ，5年后觉得没前
途，果断辞职———在黄艳看来，公务员与
厨子、理发师、维修工一样，其本质属性
都是职业，她愿意当个转型的样本。

黄艳觉得自己月收入2800元， 还没
有在IT行业工作的丈夫纳的税多， 所以
就放弃了许多人可能会羡慕的副局长身

份，选择了自由求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理智的行为———求仁得仁，求财得财，自
由选择，光明磊落。难能可贵的是，向媒
体谈起那些抱怨收入低的同行时， 黄艳
说：“他们只想着得到的少了， 却没想过
自己到底创造了多少效益。”

公务机关， 首先要一心奉公。 嫌钱
少，可以辞职找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冲
着工作稳定和待遇优厚而去做公务员，
本身就不是好动机。 黄艳不愿待在公务
机关混日子，这是一种可敬的态度。

残疾青年鲁少猛:制作无人机守候麦田
驻马店电视台记者 王召辉

实习生 张意茗

5月9日， 河南驻马店上蔡县的一处麦
田上空 ，出现了几个 “嗡嗡 ”作响的 “铁蜻
蜓”，“铁蜻蜓” 保持着稳定的飞行距离，同
时均匀地在向下面的麦地喷洒农药。 在田

边的公路上，“铁蜻蜓”的主人鲁少猛，正熟
练地操纵着遥控器。

最近持续几天的大风冰雹天气， 让种
粮大户张伟的3000多亩小麦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倒伏，又到了一喷三防的最后时期，时
间紧，任务重，经过慎重考虑，张伟选择采
用鲁少猛的“铁蜻蜓”———植保无人机进行

追肥打药。看样子效果不错，张伟说，“这是
我第一次用无人机打药，以后再打药，全都
用少猛的无人机！”

选择无人机追肥的农户越来越多，鲁
少猛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了。有谁知道，这个
小伙子是手脚不太灵便的残疾人呢？

今年25岁的鲁少猛出生于上蔡县农村
的一个教师家庭， 出生后不久被确诊为重
度小儿麻痹症，经过七次手术才保住性命，
他的双脚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下地行走，双
手也不能自如屈伸， 是父亲背着他一路从
小学读到了高中。2007年8月， 为了不增加
家里的负担， 学习一直不错的他做出了退
学决定。一次无意的机会，他接触到了飞机
航模， 之后便逐渐萌发了做无人植保机的
想法。“人工打药对小麦非常有害， 而且天
气热、 风大的时候去打药， 人容易中暑中
毒。”少猛告诉记者，“我就有了做无人植保
机的想法，来帮百姓减轻负担。”

听说少猛要做无人机，家人坚决反对：
“一个健全的人还不会做，何况你没有上过
大学，手脚还残疾。”，少猛的母亲说，“我们
并不同意，因为这事，儿媳妇还带着孩子去
了娘家。”但父亲的支持，坚定了少猛做无
人机的决心。为了帮助儿子完成梦想，父亲
专程请假陪着儿子到郑州学习航模。 学习
航模的过程很艰辛， 坐在轮椅上的少猛一

开始操控航模手会剧烈的抖动， 经过了连
续不断地练习， 他那双不能自由活动的手
才逐渐熟练平稳地操作起来。

飞行器等无人机设备的零部件少则几

千元，多则上万元，一旦试飞失败，损失会
非常大。制作的刚开始航模老往下栽，少猛
为此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电脑上用一款软

件和实际的操作器进行模拟试飞， 之后又
到郑州的朋友厂里专门学习， 才让航模逐
渐平稳地飞了起来。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鲁少猛的执着感染了他的朋友。 他的高中
同学张泳恒说，“我和少猛是九年的同学，
我被他的韧劲所感动， 听说他要制作无人
机，就加入进来了。”之后，李永辉、陈凯等
几个好友也相继加入。

无人机制作出来， 首先要确保能够平
稳飞行。因此每制作好一架飞机，他们就会
到县城的公园广场试飞，改进，再试飞，再
改进，反复练习，不断摸索。

一次次试飞过后， 他们的技术逐渐成
熟，2015年3月底， 少猛开始进行无人机搭
载农药的实验。 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4月
底，搭载农药飞行终于成功了，少猛团队的
无人植保机梦想终于实现了！

一开始无人机每天只能定量喷洒100
多亩，经过一个多月的技术改进，人员搭配

问题也相继解决，“现在一架6公斤的设备，
6个小时可以作业200多亩，10个小时可以
达到350亩左右。”少猛充满信心地说道。

技术上的难题相继攻克之后， 摆在这
支年轻团队面前的还有实战操控问题。大
家都还是新手， 飞机出现意外事故的情况
时有发生。有一次，李永辉突然发现无人机
失去了控制，按遥控器完全没有反应。导致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一头扎下，电没断，留到
电桥上了。直接造成短路，烧了。

面对这些困难， 已经熟练掌握无人机
制作的少猛总是很平静， “这是小问题，回
去经过测试把密封做好一点，就可以了。八
轴的不稳定， 下一次可以把这个八轴的无
人机改成六轴的就没事了。”

凭着这股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的劲头，
少猛的团队一步步不断壮大。 他们的无人
植保飞机能够将雾化的农药直接渗透到根

部，对小麦无伤害，并且喷洒均匀，效率高，
因而受到了越来越多农户的欢迎。

从年初开始，他们先后到郑州、周口、
新乡、驻马店等地进行小麦、果树、森林喷
防，总面积达到了5万多亩，经济效益10万
多元。此外，他们制作出来的飞机，一部分
自己用，另一部分出售给客户。仅今年上半
年，就销售了7架无人机，创收7万多元。

在金黄色的麦浪里， 看着即将成熟的
小麦， 少猛信心十足地说：“现在六轴的无
人机技术相对成熟， 下一步我计划针对不
同的客户，打造载药不同的四轴、六轴、八
轴无人机，提高喷洒效率，让全国各地的用
户，都能用上我们团队制作的无人机！”

证明“你妈是你妈”“我是我”的现象举不胜举

简政放权后 还有多少奇葩证明让人跑断腿
本报记者 李剑平

机关效能建设喊了这么多年， 但是到
了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最后一
公里”，还是那么漫长与艰辛，以至于总理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感而发地说， 证明
“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
的笑话！并向在场的部长和省长发问，你们
离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去试试看， 或者说
你们的家属、亲人办事看难不难。

总理发话， 引发了社会舆论对现实生
活中各类奇葩证明的集中吐槽。 据中青舆
情监测室对办证难、 行政不作为等热点新
闻词的监测统计 ， 相关舆情信息达到
137959条 ，其中微博116613条 、微信10132
篇、论坛及博客7172篇、新闻报道4042篇。

在网上互动领域， 约有60%网民认为
办证难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且办证难
体现了政府部门不作为的态度； 还有一批
网民指出， 社会上客观存在政府部门利用
办证敛财的现象， 建议政府各部门简化办
证程序，部门之间做到信息共享等。

各地各类奇葩证明让老

百姓有苦难言

知足常乐等一批网友在互联网上诉苦

说， 中国的特色之一就是老百姓一进 “衙
门”矮三分，各部门“踢皮球”，办证难现象
很普通。

据部分媒体报道， 现实中办证难现象
比网民反映的还要严重。《新京报》报道说，
今年4月，一对1946年结婚的老人因为要办

事， 街道办事处要求去民政部门办理证明。
民政部门无法证明民国时期的婚姻关系具

有法律效力，叫他们去公证处。公证处则需
要当事人找到结婚证才能公证，随后又建议
老人去街道办事处。被当作皮球踢了一圈回
来，其家人托熟人“走后门”，半小时搞定。

据报道，安徽淮北闫女士准备进行教师
资格证认证， 被要求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她来到派出所，派出所让其先到教育局开具
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后来教育局工作人
员表示无法出具该证明；甘肃兰州90后青年
用家庭地址注册公司，工商部门要求他去社
区开“不扰民证明”；黑龙江哈尔滨市民小威
应聘银行押运员岗位，公司要求社区开“人
格担保证明”； 湖北宜昌林师傅不小心把10
元掉进煤炉，烧缺一个角，银行要求社区开
具非人为故意证明才予以兑换等。

生活中除了这些五花八门的证明外，
老百姓还被要求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证

明。据地方媒体报道说，安徽太湖县张女士
购房就被要求证明 “我结婚前是未婚”、合
肥刘大爷卖门面房被要求证明 “我老婆是
我老婆”。

对办证的艰难之旅，河南《大河报》报
道了几起典型案例， 该省洛阳市谭女士是
家中的独生女，30多年前的独生子女证不
知被她妈塞到何处。现在，她怀上二胎要办

证，不仅要证明父母只生了她一个，而且还
要证明父母离婚后各自再婚没有生孩子，
直到盖章 、签字40多个，耗时2个月 ，花了
800多元交通费、电话费等才办下来。

原籍为河南驻马店的陶先生则更加冤

枉。他说，由于公安系统身份证号从15位升
到18位，为了证明“我是我”，结婚证办了两
次， 一个月之中在北京与河南省驻马店市
之间跑了7趟。另一个在郑州打工的小伙子
为了报名学驾驶， 三年辗转跑了六个派出
所没有办出一张暂住证。

一些部门有权任性导致老

百姓办证难

对于老百姓办证问题, 广州市政协常
委曹志伟率团队曾做过专项调查。 据调查
统计， 与人生成长不同阶段的相关证件约
有103个,分为身份证明类、学历证明类、工
作证明类、家庭(婚姻)证明类、财产保险证
明类、生活证明类；要把这些证件办出来大
约需要提交户口本37次，照片50张，身份证
73次 ,到60个单位部门盖100个章，交28项
办证费。

湖北媒体记者则做了一次隐性采访，
以办理保险理赔需要开一张风力气象证明

联系当地气象局公众气象服务中心。 该中
心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开具过往时间段最

大风力等气象情况证明，每份600元，嫌贵
的话价格可商量。

据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 有9.6%的网
友在社交媒体上认为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

利用办证敛财。“办证难， 关键还是政府部
门执政为民的态度没有摆正， 相关部门不
作为。” 平安是福等网友在互动空间分析
说，有关系可以避免办证难，没有关系就要
公事公办。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最能反
映政府人员是否真心为老百姓办事。

很多时候是A部门需要B部门出具证明
之后才能出具证明。 而B部门又要有A部门
证明了之后，才能开出证明。这样就形成了
一个怪圈，《人民日报》 报道老百姓办事难
现象说。新华网等则开门见山地指出，让群
众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实质是公证滥用。

对这种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中国纪
检监察报》展开了舆论攻势说，种种办事难
现象无不折射出办事人员宗旨情怀的缺

失。官不大，官架子不小，身在基层却缺少
为民情怀。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

凯等一批专家认为， 目前中央政府加速向
市场放权，但是这些部署能否落到实处，关
键是要遏制部门利益。 如果政府的部门利
益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简政放权自然会避
重就轻，大打折扣。

让大数据多跑路老百姓少跑腿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难度越来越大，目
前已经进入“割肉”阶段，但仍需要政府以
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去改革行政审批程序。
来自北京大学、 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学者
认为，下放权利与完善监督并举，要坚决遏
制部门利益化。

我们不得不承认， 一方面有的政府部
门该放的权没有放，手伸的还是太长，另一
方面， 部分已出台的简政放权措施没有落

实到位，中梗阻现象大量存在，最后一公里
没有完全打通。 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客观存
在“放管脱节”的现象，加强市场监管研究
不够，监管力量不足，监管体制不顺。

“由市场管的事情交给市场，政府要做
的是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中青舆情
监测室认为， 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是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体两翼，不可偏废。两手
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下一步要把事中、事
后的监管作为改革重点， 建立有效的监督
机制，让市场经济释放更多的发展活力，让
老百姓分享更多简政放权的政策红利。

中青舆情监测室建议， 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把老百姓日
常生活需要的各种信息和数据资源充分共

享，涉及国计民生的“最后一公里”让大数
据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腿，让人民群众享
受便捷、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

孔如杰将旧手机上捐款人的信息记在小本上。 刘晓敏/供图
上图： 网友 （右） 前来探望。
右图： 网友微信捐款 （手机截图）。

5月9日， 河南驻马店上蔡县。 鲁少猛制作的无人机在工作。 王召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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