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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回
忆起那天的大雨，小黄依然印象深
刻。

“雨实在太大了，视线都有些
模糊不清了。”那是6月20日，申城
遭遇“暴力梅”，全市普降大雨。小
黄冒雨出门买菜，回家时路过宝泉
路一段正在施工的道路，她远远看
到大雨中一把伞下站着一位头发
花白的老人，看起来70多岁，穿着

白色短袖，
独自在雨
中 踌 躇

不前，身影显得有些无助。
老人转头看到小黄路过，像是

看到了救星，远远喊了一声：“请问
‘妈妈驿站’怎么走？”这声询问让
小黄放慢了脚步，主动走近老人。
透过雨帘，小黄看到他目光无神，
流露着慌张害怕。小黄伸出手，给
他指了指方向准备离开，回头却一
眼瞥见老人的脚步有些不稳。

她忽然想起曾在社交平台上
看到的“在外互助父母条约”。“雨
这么大，路又这么难走，老人家看
起来年纪不小了，要是摔倒了怎么

办？”那一刻，小黄决定
伸出援手：“雨太大了，
我送你过去吧。”小黄的
话，让老人一下露出了安
心的笑容：“太谢谢了，你
真是大好人啊！”

大雨中，小黄搀
着老人一步步向目的
地走去，他们没有问
对方的姓名，告别时
除了老人的道谢，也

没有说更多的话，但这段

不长的路途，却让小黄感慨万分。
当晚，小黄在社交平台上发了

一条帖子，以“00后互助父母公约”
为题，分享了她帮助老人的细节与
心路历程：“希望能多传播一些正
能量，让世界更加美好。”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小黄第一
次了解“在外互助父母条约”，是在
社交平台上的一则短视频里。

那也是一个下大雨的日子，一
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大叔坐在一
家手机店门口，头深埋在膝盖处，
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雨点拍打
在他身上，很快衣服就湿透了。这
时，一位年轻的女店员来到他身
边，递给他一杯热水，邀请他进去
躲雨。大叔起初以为要赶他走，有
些慌乱地解释着。得知女生的好
意后，大叔小心翼翼地拒绝了邀
请。但女店员坚持撑伞站着为他
挡雨，整个后背几乎湿透，大叔最
后接受了她的好意。

这个有温度的故事，深深打动
了小黄，也成了后来她主动帮助老
人的原因。“这是一个善意的约
定。”小黄说，“在外互助父母条约”
并没有明文规定什么，靠的是人们
心中的道德与信念感，在日常生活
中自发践行。“这种自觉履约的形
式，也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体现。”

“这次我帮了你的爸妈，下次你可能就会帮到我的爸妈”

“在外互助父母条约”走红网络
“雨太大，我扶着您过去吧。”瓢泼大雨中，23岁的小

黄扶着七旬老人的手臂，拉着他避过一个又一个水坑，不
时提醒着“小心脚下”“这里走慢些”……老人佝着背，脚
步一瘸一拐。两人的伞轻轻碰撞，雨水顺着伞尖流淌滴
落。小黄默默把伞向外倾斜了一些，让雨不会滑到老人
身上。这雨中老少相扶的一幕，自然而温馨。谁能想到，
他们竟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最近，社交网络上一则被称为“在外互助父母条约”
的帖子引发网友热议——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可能遇到
有困难的年长者，这次是别人的父母，下次可能就是你的
家人，网友们呼吁大家尽己所能伸出援手。

说是条约，其实没有任何约束条款，但让许多年轻人
转发留言，表示“自愿签署”。网名“生姜拌香菜”的小黄
就是被这“条约”打动，才有了大雨天里搀扶陌生老人寻
路的一幕。 （视觉中国）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签署“在外互助
父母条约”，不仅把评论区的“楼”越盖越
高，也通过大家分享各自微小而温暖的故
事，吸引着更多人加入。当然，也有人提
出疑虑和担忧。

决定帮助那位老人前，自认为“没有
戒心”的小黄其实有过片刻的迟疑。今年
5月，同样在宝泉路上，她就曾因善良遭遇
过一场骗局。

5月29日，小黄买完菜回家遇到了一
位面容淳朴、笑容和善的陌生男子。“我是
南京人，来这里找朋友办事，不小心弄丢
了手机，能不能借我70元现金周转一下？”

小黄不是没有怀疑过遇到骗子，但天
生比较“迷信”的心理依旧占据了上风。

“那段时间，我正在等研究生的录取通知
书，反正就70元，被骗了就当买个教训、攒
个人品。”

小黄带着这名男子到了附近的超市
换了现金，还好心地询问他“要不要拿一
点面包垫下肚子”。男子也不客气，在超
市拿了一包花生米。小黄觉得有些不对
劲：“他说自己没吃早饭，为什么不拿面
包，反而拿了一包零食？”怀疑的念头瞬间
划过，但小黄没吭声。

男子离开时记下了小黄的微信号，信
誓旦旦地说：“找到朋友以后，就把钱还给
你。”但后来男子杳无音信，小黄始终没等
到那条微信好友申请。

喜欢独自旅行的杨岚也曾在重庆街
头遇到类似的事情。一位身着商务装的

“成功人士”告诉杨岚，他的手机丢了，现
在要赶时间去开会，请杨岚帮他用手机打
车，还主动把自己的一块“名贵”手表押给
她。

杨岚没有丝毫犹豫，马上问他地址是
哪。但当杨岚在打车平台上输入地址时，
竟然显示要200多元的车费。这金额让杨
岚隐隐感到不对，最终她拒绝了男子的请
求。“我走开之后才反应过来，他第一时间
为什么不用我的手机给他的手机打电话？
找到手机不是更重要吗？”杨岚庆幸自己没
有上当。虽然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但杨岚
始终认为，人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善良。

小黄也希望自己能始终保持那份清
澈的“愚蠢”。“这世界可能有一些恶意，但
善良也不少，我依旧希望趁着自己还没经
历社会的‘毒打’，多散播一点善意。”

小黄始终记得那天雨中道别时，老人
那句由衷感谢的话：“等了好久，还好遇到
了你！”当时一路走来，因为搀扶老人，她
整条手臂都被大雨浇透，夏日里亦颇感凉
意，但她的内心温暖充盈。

（新民晚报）

医院在线挂号、餐厅扫码点餐、
车站网购车票……近年来，这些年
轻人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事，让不少
老年人茫然无措。那些呼吁签署

“在外互助父母条约”的声音，不仅
因为善良，也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故
事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父母长辈。

“在外互助父母条约，我签了，
你接吗？”网名“奥特曼不吃肉”的杨
涛是“条约”的拥趸。今年33岁的
他家在南通，公司在上海，从事汽车
金融行业，经常出差。旅途中，他经
常会帮老人调节高铁座椅或抬行李
箱等。“都是顺手的事，没有什么成
本的。”

今年6月18日一早，搭乘航班
去深圳出差的杨涛在虹桥机场值机
安检。过完安检拿行李时，一对白
发夫妻拿着登机牌走了过来，向安
检人员打听41号登机口的位置。

工作人员指了指，夫妻俩又问了几
句，也不知有没有弄清楚，就按照指
点的方向走了。

看到那对老夫妻约摸七八十岁
的样子，杨涛有点担心他们还是找
不到。“你们好，我是44号登机口，
离41号登机口不远，你们跟着我一
起过去吧。”杨涛的话让老夫妻俩喜
出望外，欣然接受了小伙子的好
意。看到老太太走路比较慢，杨涛
带路时特意放慢了脚步。他本来还
想帮老人背包，但两位老人都说不
重，考虑到陌生人之间还是应当保
持适当的距离，尊重别人的警惕心，
杨涛就没有坚持。三个人边走边聊
很开心。

回忆起这段经历，杨涛说他想
到了自己的父母。“我父母也50多
岁了。如果他们出门在外，我希望
他们在遇到不了解或者不清楚的问

题时，也有人能帮一把。”杨涛说，这
可能就是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最
朴素的践行。

网名“茉莉Sunny”的23岁云
南大学生杨岚对此很赞同。在她看
来，“在外互助父母条约”其实就是
孝道的一种延伸。

杨岚一直以此为信念：等公交
车的间隙，她帮不会打车的阿姨操
作打车平台；高铁站的卫生间里，她
教老奶奶使用感应水龙头；玉龙雪
山隧道口，她把自己的氧气罐送给
有需要的人……

在社交媒体上，杨岚不仅记下她
帮助别人的事情，也记下陌生人帮助
她的事情。比如，旅途中，有人帮她
拍照；上高铁时，有人帮她抬行李箱
等。“在自己比较失落的某个时刻，打
开这些记录，对我也是莫大的鼓励，
感觉世界很美好，我们都值得。”

善意的约定

在一些知名社交媒体上，自愿“签署”
协议（或条约）并记录亲身实践经历的年
轻网友有很多。

清澈的“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