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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变新房

蛇年春节期间，邻居们翻新韩
家老宅的视频，通过短视频社交平
台广泛传播，网友们盛赞“中国好邻
居具象化了”。

这群“好邻居”缘何自发翻新邻
居老宅？2月4日，记者来到这个距
离射洪市区20多公里的小村庄。

“他家现在遇到事，大家乡里乡
亲的，一点小小心意……”作为翻新韩
家老宅的发起人之一，村民陈显明说，
希望这个忙能帮韩兴海渡过难关。

青果村位于射洪市官升镇，距

离主城区20公里，车程约40分钟。
全村户籍人口3050人，常住人口约
700人。蛇年春节，有千余外出务工
村民赶回家过年，往日冷清的村庄，
这几天格外热闹。

“村民帮忙修房子？修的是韩
兴海家老宅，他家就在前面十字路
口往左，大约1公里就到了。”2月4
日下午，记者走进青果村，一打听，
村口超市老板立马指路。和很多人
一样，这几天，他在社交短视频平台
上刷到了这件发生在身边的善事。

走进韩兴海家，还没来得及打上
招呼，一声吆喝先传了过来。“再看看
接口，家里还是没通电。”顺着声音望
去，屋檐下，一位电工师傅正踩在梯
子上，手里举着灯。在他身后，外墙
面已刷上水泥，用手摸上去，还有点
湿湿的；在他身旁，新换的房门上还
贴着保护膜；与房门一墙之隔，搭着
一个小棚，里面堆满了柴火。

视线往上，这座有四间房的农
屋被加盖了新屋顶，风雨不侵。

踏进屋内，一位工人师傅正在
安装热水器。在卧室里，摆着一张
新床、一个新柜子。

这几天，伴随着返程客流，
我国北方降温，南方降雨，给出
行带来一定影响。遇到雨雪天
气时，许多旅客会打雨伞出
行。有网友表示，在高铁站台
候车时，不能打伞，站台上打伞
有触电风险；也有网友认为可
以打伞。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据介绍，出于安全和乘车
秩序的考虑，铁路部门其实是
不提倡在高铁站台打伞的。特
别是春运客流高峰期间，站台
上人流密集，打伞会进一步增
加拥挤和混乱的风险，打伞还
容易遮挡视线，影响他人通行，
甚至可能发生碰撞、剐蹭等事
故，引发纠纷。此外，高铁站台
打伞存在安全风险。当列车进
出站时，旅客和列车之间的空
气流动速度快，气压小于周围
气压，形成了把旅客往列车方
向的推力。这股推力可能把雨
伞甚至旅客吸向列车，造成安
全事故。

需要注意的是，当高铁站台
设有醒目的“禁止打伞”警示标
志时，旅客应主动收起雨伞。如
果没有此类标志，旅客即使打
伞，建议尽量远离黄色盲道线。
有些人担心，铁路站台前面的接
触网电压高达2.75万伏，在站
台上打伞有触电风险。这种担
心有没有道理呢？

国铁南昌局福州供电段供
电技术科科长胡文明说，在晴
好天气下，旅客撑伞金属伞尖
或携带的金属物品只要离开
接触网一个手臂的距离，就是
安全的。如果在雨天出行，撑
伞金属伞尖或携带的金属物
品应尽量远离接触网带电体，
与接触网带电部分的距离不小
于2米。

“2米以上”是铁路部门规
定的人员与高压带电的供电设
备的安全距离。我国铁路站台
的设计，旅客在铁路站台上即
使打伞，与接触网的距离也都
大于2米。胡文明说，高铁站
台打伞造成触电有多个先决条
件，比如，站台地面有大量积
水、旅客撑的伞是导电的金属
伞尖、离接触网太近。国铁南
昌局福州供电段安全科科长冯
天建议，旅客在雨天尽量穿戴
雨衣或使用防水外套，避免在
站台上打伞。如果确实需要使
用雨伞，可以使用折叠伞，避免
金属伞尖靠近接触网带电范
围。 （央视）

“去年8月，通过排查，我们对韩
兴海家的情况非常清楚。”村党总支书
记陈林说，截至目前，“低保兜底”“医
保代缴”“大病保险”等帮扶政策已落
实到位，村里还在为他们申请“两癌”
救助，“我们一定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帮助他渡过难关。”

关于大家捐款修房，韩兴海身在
外地，与乡亲的多次通话中，他都婉拒
这份好意。

“我们和儿子们都在外工作，这
个房子平时没人住，不想在过年的时

候打扰、耽误大家。”韩兴海说，家里孩
子遇到一些事情，加上妻子患病，基本
花掉了全部积蓄。“大家都知道这些
事，之前就曾帮助过我，现在还来筹钱
修房，实在是过意不去。更让我没想
到的是，我人还没回来，他们就开始动
工了。”

“这有啥，都是一份心意。”
“修房子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没

有什么不好的。”
“你妈妈今年95岁了，以前还带

过我，这点忙算什么。”

“有些事遇见了没有办法，会好
起来的。”

听见他的话，一旁围着的村民
说。在大家看来，出钱出力是小事，分
内之事，“我们村里大多是姓陈的，但
没有把韩姓当外人。”

临别走上村道，陈显明对记者
说：“谢谢媒体的关注。”韩兴海转过
身给一群邻居说着谢谢。

射洪城外，进出城快捷通道与
国道连接线旁，城市宣传语伫立半山
腰，其中四个字，给青果村这群好邻
居的故事作出了最好的诠释——有情
有义。 （华西都市报）

无法拒绝的善意

韩兴海老宅翻新前韩兴海老宅翻新前。。 韩兴海老宅翻新后韩兴海老宅翻新后。。

高铁站台
打伞容易触电？
官方说明来了

村民癌症晚期

30多人为其翻新老宅过年

2 月 4日，大年初
七，四川遂宁射洪市官
升镇青果村，站在老宅
前的韩兴海眼眶微红。

新墙、新屋顶、新
床、新家电……从一场
酒局作出的决定，到村
里上百户人家自筹3万
元，再到30多位“回家
过年的人”冒雨抢工
时，仅仅5天时间，一群
邻居竟让这座年久失
修的老宅变了模样。

病情加重，连夜归家

“我这几天都在医院，床铺这些
还没弄。”前脚刚进门，韩兴海后脚
跟了进来。

韩兴海，今年63岁。多年前，
随着家中长辈搬迁至青果村。他和
妻子结婚后，育有两个儿子。早些
年，他和妻子外出务工，两个儿子也
跟着去了。久而久之，他家的老宅

变得越来越破旧。往年春节回家，
他们一家都暂住在弟弟家。

去年4月，他的妻子被检查出癌
症晚期。此后一直在厦门治疗，今
年春节大家都已归家时，他也待在
厦门陪着妻子。

除夕那天，医生给了他最坏的
消息。“我和妻子商量，她也想回老

家，我于是带着她买了高铁票，在初
一晚上赶回了成都。”韩兴海说，从
成都回到射洪，他把妻子送进射洪
市区医院保守治疗。

“我有过翻新老房子的打算，但
一直没顾得上……”韩兴海说，让他
没想到的是，当他和妻子回到射洪
之前，邻居们已经开始翻新他家的
老房子。

这也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孩子转来了压岁钱

陈显明未曾想到过，自己会在社
交平台上刷到自己的身影。

这则短视频，记录了包括陈显
明在内的青果村里男女老少们自发
筹款给韩兴海翻新老房子的这件
事。视频通过网络广泛传播，陈显
明和邻居们的善举，被众多网友盛
赞“中国好邻居”。

陈显明说，给韩兴海家修房子
的决定，源自1月27日的一场酒局。

“当天晚上，村里很多人都在一
起吃饭，因为之前就知道了韩兴海
家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在商量，既然
他们要回来住，那乡里乡亲的，总要
想办法出份力。”陈显明回忆说，一
番讨论后，大家决定有钱出钱，有人

出人，给韩兴海家把房子修了。
陈显明说，韩兴海要带病人回

家，在弟弟家继续居住很不方便，大
家想着在他回来的时候，就能够尽
快住进新房，决定初一联系修葺所
需的材料，初二一早立即动工，“他
总归需要个安身之处。”

吃完饭，村民唐春林在村里微
信群发布这一消息。当晚，便收到
了5000多元。到初二上午，善款已
经涨到了22000多元。

“我们只记录了转账的村民，具
体金额没有对外公布，这都是大家的
一份情，多少不论。”村党总支书记陈
林说，这些修房的钱，来自村里大大
小小的邻居，有读书娃娃转来了压岁

钱，也有嫁出去的女子转来的。
钱是大家筹的，负责修葺的工

人，也全部来自当地。
“春节期间要去找工人太难了，

人工费也不便宜，最后决定由村里
人自己动手。”陈显明说，好在村里
在外务工的人都回家过年了，泥瓦
匠来了，电工来了，刷墙师傅也来了
……大家看到群消息后，纷纷自发
带着工具和一些材料来到韩兴海
家，分工协作，忙活起来。“早中晚
饭，大家各回各家吃饭，完了继续过
来帮忙，连水都是自己带的。”

村民陈艳得知了此事，大年初
二一早，她和丈夫赶紧从成都赶回
村里，为韩兴海一家出份力。她
说：“家里孩子十多岁了，希望能给
他做个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