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天和意外， 不知道哪个先
来。

智障流浪汉蒋林台不懂这句
话的意思。

和“爸爸”分开的那一刻，他
伸手去抱。 听着这个和自己非亲
非故的“爸爸”的叮嘱，他只是不
停地点头。他不知道从此刻开始，
那个与他相依为命 24 年的 “爸
爸”，那个担心他吃不饱穿不暖的
“爸爸”， 从此要将他留在了陌生
的敬老院。

蒋林台的“爸爸”——— 80 岁
的老人叶世海， 在默默收留了流
浪汉“儿子”24 年后，终于还是艰
难地做了一个让自己难受的决
定：他要为相依为命的“儿子”寻
找亲生父亲———他年事已高 ，最
大的忧虑就是在自己离世后，无
人再照顾“儿子”。

所以，他想要先安顿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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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周雪莺：剪下乾坤万象生》
“民间巧女”周雪莺用一把不超 20 元的剪刀，剪

出了万千世界

� � � � 《退休副教授刘林德 ：用农业
科技反哺家乡》

退休后，他带领村民种植水果，成为
莲都特色农业发展的“引路人”

五五
版版

内版头条导读

四四
版版

瓯江特刊作者、主播群瓯江特刊作者、主播群

本本版版主主编编 雷雷晓晓燕燕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总有一种温暖
让我们感动

郑委

� � � �蒋林台“回家”了！这条路走了 24 年。无论
对于他本人来说还是收养他的叶世海老人来
说，这应该是很暖心的故事结局。 这让我们欣
慰的同时，又生出了诸多感动。

生活中，我们偶尔会看到衣衫褴褛、蓬头
垢面，身上散发出臭味的流浪汉，往往避之不
及，云和陈村村的叶世海在二十多年前也遇到
了这样的情况， 但做出了常人无法理解的举
动，收留了名叫蒋林台的流浪汉，这一收留，就
是 24 年。

一个善举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对于蒋林
台来说的确如此。 从记者的采访中，我们可以
看到蒋林台在叶世海家中过得还是比较安逸
的。 在敬老院离别的一刻，蒋林台拉着叶世海
的手潸然泪下，也足以说明二人在日常相处中
融洽和谐。

试想，如果没有叶世海当年出手“相救”，
如今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谁也说不好。 但至少
在一段时间内，蒋林台的日子依然是风里来雨
里去。 幸好，世间还有爱，还有好人。 这是一个
心酸却又暖心的开端：蒋林台无助的眼神让叶
世海萌生了收留他的念头；这是一个暖心的过
程：叶世海领着他剪了头发，买了新衣服，给他
宽敞明亮的二楼房间居住，二十余年以亲人相
待；这是一个暖心的结局：蒋林台被安置在了
敬老院，并申请办了“低保”和“五保”，不再有
后顾之忧。

让一个有家无法回归的人不再流浪，让一
个风餐露宿的人不再漂泊，这是叶世海心中的
善念，也正是这样的善念，“救回”了流浪青年
蒋林台，同时也升华了他自己。我们感动的是，
这世界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温暖；哪里有无
助，哪里就有臂膀。 这世界总有一些人在别人
孤立无援时伸出温暖的手，在别人遇到黑暗时
递过明亮的火把，让我们在一茶一饭的平常日
子中收获感动，学会感恩。

韦唯在《爱的奉献》里如此唱道：只要人人
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的
确如此，那些凡人一举一动中蕴藏的善，成为
了这世间最好的良药， 那些人性中闪耀的光，
不仅照亮了他们自己，也照耀着后来人勇敢前
行。

第一述评

八旬老人和流浪汉
二二十十四四载载““父父子子情情””
■本报记者 兰伟香 通讯员 张巍 徐婷/文 本报记者 兰雷伟/图

� � � �门前的菜地，杂草已经除得差不多了。
田埂上，留下的是一堆杂草，高高叠起。
这是“儿子”蒋林台和叶世海老人一起

做的最后一次农活。
每天吃饭，叶世海老人还是习惯给他留

个位置， 把“儿子”喝过的茶杯放在他常放的
地方。 就好像，他还在陪着自己一起吃饭。

叶世海在“儿子”的房间来回走了几趟，
似乎在找寻着什么，他说不清，道不明。

最后，留下一声叹息。
确认了这里没有了“儿子”的身影，他默

默地看着窗外，将这份思念遥寄远方。
他不得不承认，这次，“儿子”确实走了。
就在一个多月前，是他自己，将他送走了。
虽说只有短短一月余， 可是他的脑海

里，却感觉过了一年甚至好几年那么久。

收留

叶世海老人救助的这名流浪汉叫蒋林
台。 这个名字隐藏了 24 年，直到他被送走
后，老人才知道他的名字。

24 年前， 蒋林台流浪到云和县元和街
道陈村村，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小山村。

记不清是哪一天， 叶世海看到村里的
孩子们围着一个陌生人在起哄。

叶世海走近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流浪
汉衣衫褴褛，头发长到腰际，结成了饼块，
散发着浓重的臭气……

孩子们怕他靠近，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
能，时不时捡起石头丢向他。

叶世海从他支支吾吾的呻吟中， 听出
了些许文成泰顺方向的口音———老人出生
在文成，年轻时来陈村做上门女婿。

“原来还是老乡。 ”叶世海感到乡音亲
切，和他多交流了几句。 问他家在哪里，叫
什么名字。 流浪汉也说不出什么来，只会简
单地应一个“哦”字。

也许流浪汉也听出了叶世海的乡音 ，
情不自禁地走到老人身边。 那种无助的眼
神，让叶世海萌生了收留他的念头。 “这人
太可怜了，流浪在外，但是也是一条命，我
不能让他冻死饿死。 ”一句平凡的话语，让
这个老实巴交的老农坚定了收留决心，并
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只有收留他， 他才能
活得好一点。 ”

接着，叶世海带着蒋林台清洗干净头发
后，到理发店理了个挺精神的发型。 还买来
了新衣服给他换上，领他住到了自己家里。

从此，家里多了个“儿子”。

照顾

叶世海自己住在一楼， 却安排蒋林台
住在二楼。 房间有二十多平方米， 宽敞明
亮，窗户对着门口的河流和村广场，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蒋林台成了他的
另一个家人。

蒋林台到叶世海家没多久， 叶世海的
妻子过世了，孩子在县城上班并安了家，很
少回来。 平日里，只有叶世海这个“爸爸”和
“儿子”相依为命。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蒋林台成了叶世
海的一个牵挂。 担心他外出会出现意外，于
是老人就让他跟着自己， 干活时也把他带
在身边。 渐渐地，蒋林台也跟着学会了各种
各样的农活。

不会干的活，叶世海手把手教他；不懂
的道理，叶世海跟他慢慢讲。 蒋林台乖乖地
点头，默默地记在心里。

在叶世海的抽屉里，存着一张一寸照，
是他带蒋林台去县里照相馆拍摄的。

叶世海说：“挺担心他会随时走丢，所以
特意拍了这张照片，以备不时之需。 万一哪
一天他不见了， 我还能拿这张照片登寻人
启事，找派出所帮忙找。 ”

在叶世海的精心照顾下， 蒋林台的身
体逐渐好起来，他理着酷酷的光头，身着土
黄的西装，看上去体面而干净。

蒋林台胃口很好， 一顿能吃七八两米
饭。 叶世海老人每天都会给他倒上一杯酒，
一起喝，一起拉拉家常。 尽管有时候他听不
懂，但是叶世海老人照样对他说。

渐渐地，村里人也接受了蒋林台。 农活
忙不过来的时候，邀请蒋林台到家里帮忙。
付给他工钱，给他吃好吃的菜，并按照请师
傅的习俗，一天发一包香烟给他。 村里人一
如既往地叫他“讨饭人”，但是这也只是一
个亲切的称谓而已， 他们早已经将他当成
了乡亲。

蒋林台在村子里找到了一个温暖的新
“家”。 他的生活平静而祥和。

寻亲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这一晃，就是 24 个

年头。 叶世海也曾试着为他寻找亲人，但是
看到他还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他又放
弃了，他想等等。

今年 3 月， 叶世海老人担心自己年纪
大了无法再继续照看蒋林台， 于是萌生了

为他找寻亲人的念头。
在云和县城南派出所，叶世海老人向民

警说明了来意。 可是蒋林台头部受过伤，意
识混沌，也丧失了大部分语言能力，只说出
自己是温州文成县西坑镇一个叫 “竹坳”村
的人， 能提供的其他信息很少。

城南派出所民警联系了文成警方，并发
送了蒋林台的照片给对方，希望能获取更多
的有效信息， 但对方的反馈却是查无此人。
而且，蒋林台所说的那个村在文成县根本不
存在，寻找一度陷入僵局。

城南派出所民警没有放弃，他们带上老
人和蒋林台，一起去温州文成县西坑镇实地
寻亲。

经过 2 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了文
成西坑镇。 民警随即联系了当地派出所，希
望当地民警能配合寻找。 可是当地民警表
示，他们辖区内并没有类似的走失人员。

随后， 他们又去了附近的黄坦镇寻访。
这一次，终于有了眉目。

云和城南派出所副所长雷岳松说：“黄
坦镇派出所的民警马上帮我们联系各个村
的村干部，一个叫‘周岙村’的村干部向我们
反馈，他们村里有类似的人员走失。 赶到周
岙村后，在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帮助下，疑似
‘流浪汉’的父亲只看了一眼，就立刻叫出了
‘流浪汉’的名字，说他就是自己走失多年的
儿子蒋林台。 ”

原来， 蒋林台 20 多岁的时候跟随乡里
人出去打工，就再没回来。 目前蒋父生活状
况十分窘困，他和另一个儿子租住在别人家
里，仅靠着低保金维持生活，没有能力照顾
蒋林台。

于是，两地派出所民警协商后，向当地
民政部门寻求解决办法。 最终，把蒋林台安
置在当地的日月星敬老院。 接着，双方派出
所把他各方面的材料进行完善，为他补登户
口、补办身份证，然后第一时间帮他申办了
“低保”和“五保”。

时隔 24 年，在多方相助下，流浪汉蒋林
台终于回家了！

安置好蒋林台后，叶世海老人的脸上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并记下了敬老院的联系电
话，以便今后能常常关注蒋林台的情况。

返程前，老人细心地和蒋林台说，“要好
好听话，穿暖衣服。 ”从吃饭、睡觉、喝水、如
厕、刷牙到洗澡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
一一交代，事无巨细。

分别的那一刻，蒋林台紧紧地拉着叶世
海老人的手，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