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2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郭 真 版面设计：朱骋远 07新闻热线 2151666

新鲜事·热线

一个是在晨练时迷了路，一个是在探望女儿时走失

两位老人迷路
幸亏好心人伸出援手
如何预防老人走失，这些经验请家人收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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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夏金地

本报讯 “真的特别感谢她把我老头子
送回来， 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可怎么办呀
……”昨天，住在市区九和老年公寓的市民
齐美芳拜托记者寻人———她想找到那位送
她爱人回家的热心人， 好当面对她道一声

“谢谢”。
齐奶奶的爱人纪大爷今年 80 多岁了，患

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病。 上周日早上，纪大爷像
往常一样去处州公园遛弯，结果这一走，他却
迟迟没有回来。 左等右等的齐奶奶拨打他的
电话，老爷子也没有接，这可把她急坏了，赶
紧叫上女儿去公园寻找，但转了一大圈，也没
有见到纪大爷的身影。

直到几个小时后，齐奶奶才最终联系上了
纪大爷，可接听电话的却是一位陌生的女士。

原来，纪大爷迷了路，走着走着还摔了一
跤。 那名热心的女士见到后，立即上前询问老

人要不要紧， 这才得知老人记不清回家的路
了。 于是，她便帮忙接听了电话，并主动提出
要送纪大爷回家。

“她当时是准备去上班的，为了我们这
事， 耽搁了不少时间。 我们真的挺感谢她
的。 ”齐奶奶说，等她和女儿急匆匆赶去接回
纪大爷后， 那名热心的女士便赶去上班了，
也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 事后，齐奶奶越想
越觉得应该好好感谢一下人家，于是便向记
者讲述了此事，希望能通过晚报寻找到那位
好心人。

“幸亏遇上好人啊，要是我老头子一直躺
在那儿没人扶一下，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我
和女儿很想当面酬谢一下那位女士， 即使她
不接受重谢， 也得见上一面说声‘谢谢’才
是。 ”齐奶奶说，她很希望那位热心女士看到
报道后和她联系一下。 在此，我们也希望那位
女士能和九和老年公寓取得联系， 了了老太
太的一个心愿。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王一彬 翁昌慧

本报讯 1 月 21 日傍晚，一则江西老人走
失的信息在遂昌众多市民的微信朋友圈里传
播开来， 老人的安危牵动了许多人的心。 最
终， 经过大批搜救人员近 18 小时的努力，这
名走失的老人终于在 1 月 22 日上午 11 点 40
分被找到了，其走失背后的故事令人心酸。

据了解， 走失的这位老人姓潘， 今年 67
岁，是江西人。

前一阵子， 潘大爷远嫁遂昌的女儿将他
接到了遂昌小住。结果没想到的是，1 月 21 日
傍晚，人生地不熟的潘大爷独自外出后，便一
直没有回来。 其女儿四处寻找无果后，只得报
了警。

遂昌云峰派出所接警后， 立即组织人员
展开搜寻。 然而，由于云峰街道面积广，分岔
路多，老人走着走着就消失在了监控盲区中，
这给搜寻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好在当地民兵组织、 蓝天救援队以及街

道方面闻讯后，迅速组织人员参与到搜寻工作
中。 所有人在黑夜中打着手电筒，一路喊着老
人的名字，一再扩大搜寻范围。

直到 22 日上午 11 点 40 分， 也就是搜寻
行动展开 18 个小时后， 搜寻队员终于在一处
茶田里发现了走失的潘大爷。 当时，老人已经
筋疲力尽，连路都走不动了。见状，几名巡特警
队员立即将老人背到了公路上，由救护车将他
送往遂昌县中医院进行检查。 所幸救援及时，
老人并无大碍。

■延伸阅读 如何预防老人走失？
� � � �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 家家户户都有
老人，那如何防止家中的老人走失呢？

第一招：佩戴识别。 这招是最最基本也是
最有效的。 老人身上如带有识别证（牌），遇到
好心人可及时联络其子女。 但关于这一招，我
们想提醒大家注意两点： 老人通常自尊心很
强， 尤其生病以后， 因此一定不要把识别证
（牌） 像挂宠物牌一样强行挂在他们身上，他
们心里会不舒服的。 家人可以将识别证（牌）

缝在老人的衣物内侧， 比如衣领上缝商标的
地方，平日穿着起来，也不会太过醒目。

第二招：和老人多沟通，告诉他们出门危
险。 虽然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沟通起
来非常困难，但是不要放弃，一定要耐心地跟
老人交流，告诉他们尽量不要出门，即便要出
门也要告诉保姆等等。 如果走失，找回来以后
也不要训斥， 训斥和责骂会让老人精神压力
大，更想出门。

第三招 ：平时注意为老人多拍照片 ，以便
走失时能及时提供近照 。 一旦发现老人走失
了 ，应当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让警方第一时间
通过照片掌握老人的体貌特征。

第四招：远亲不如近邻。 和小区里的看门
大爷、保安、菜场小贩这些人多沟通 、多委托 ，
和隔壁大妈多聊几句 、多叮嘱几句 ，就算对方
不会真的帮你看着老人 ， 万一发生走失的情
况，他们也能为你提供很多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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