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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新闻A10

浴血擒劫匪令人钦佩

市民到医院

看望徐家喜

徐家喜浴血擒劫匪的
事迹经本报报道后，引起临
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4日下午，临沂市文明办
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赞徐家喜是“道德
楷模”，他的身上体现了临
沂人民高尚的情操，他的事
迹和精神值得在全市大力
弘扬。

临沂市公安局宣传处
一负责人表示，徐家喜的行
为令人钦佩。临沂市综治委
相关负责人说，从报道来
看，徐家喜的行为值得在社
会上大力弘扬。

原同事：

从小爱打抱不平

24日上午，临沂市印
染厂厂长朱宪文在报纸上
看到了徐家喜擒劫匪的照
片，也认出了这个原来的同
事。
“以我对徐家喜的了

解，他的这次举动绝不是偶
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朱
宪文说，以前在厂里上班的
时候，徐家喜就是热心人，
喜欢帮助别人。

而在徐家喜的朋友眼
中，他做出这样的举动并不
让人吃惊。在病房看望徐家
喜的朱女士和丈夫说，徐家
喜平时就是个热心人，做出
这样的举动很正常。

老父亲：

就该这么干

23日下午事发后，怕
家人担心，徐家喜没敢对妻
子和父母说实话，只说在外
面有点事，只跟弟弟和 23
岁的女儿说了。

24日上午8点多，看到
报纸的亲戚给徐家喜的父
母和妻子打了电话，他们才
知道徐家喜在医院住着。徐
家喜年近八旬的母亲一听
说儿子受了伤，当时就哭
了。而父亲则一个劲地说他
“做得好，就该这么做”。徐
家喜说，他的父亲就是这么
一个好打抱不平的人，看不
惯别人受欺负。

劫匪是个一米八的大个
子，而今年 47岁的徐家喜身
高不足一米七，他是怎么擒
住劫匪的？

提到这个，在病床上的

徐家喜告诉记者，他从小就
喜欢练武术，至今已有 30多
年了。
“那家伙劲很大，个子又

高，一般人还真制服不了

他。”徐家喜告诉记者。徐家
喜的朋友说，幸好徐家喜这
些年一直没有放下练武，所
以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

即使有武艺在身，但劫匪

有凶器在手，徐家喜也是费了
很大的劲才把他摁在地上。徐
家喜说，当时从店里追出来后，
两人在街头扭打了得有十几
分钟，他才将劫匪制服。

23日下午，徐家喜是和朋
友鞠强一起开车去的宋希常
的维修店，打算看看前几天送
过去修的电视机修好了没有。

鞠先生说，当时车停下

后，徐家喜让鞠强在车上等
一下，他一个人进了宋希常
的维修店。因为车停得比较
远，鞠强一开始根本不知道
外面发生的事。

过了一会儿后，鞠强看到
车外面围了很多人，便下车去
看，没想到出事的竟是徐家喜。

当时，徐家喜已经将劫
匪摁在地上，鞠强过去后，他

马上喊鞠强去找绳子把劫匪
捆起来。鞠强就近跑到宋希
常的维修店，找到一小捆电
线，把劫匪的双腿捆了起来，
随后拨打了120和110。

路见抢劫一声吼

各方反应

临沂文明办：

情操高尚值得弘扬

摁着劫匪咋缠上的绷带
这么多人看咋没人帮忙
各方当事人还原徐家喜擒凶经过
本报记者 张纪珍 张涛 季善文

徐家喜和劫匪在街上扭
打了十几分钟，这个过程中
有许多路人围观，但没有一
个人上去帮忙。

徐家喜说，当时自己一

边扭打一边喊“这个人是抢
劫的”，但十几分钟内，没有
人给他帮忙。

对此，徐家喜虽然有些
心寒，但也表示理解，当时人

们可能不知道到底出了啥
事，所以没人敢上前，害怕帮
错了人。

23日晚，记者在事发
地附近采访时，附近有居

民表示，当时的确不知出
了什么事，只看到两个人
在扭打，头破血流的，事
后才知是有人抢劫被人抓
住了。

当时随救护车去的临沂
市中医医院急救中心护士长
朱然会，还清晰地记得当时
的场景。

朱然会说，他们赶到现

场后，徐家喜已经将歹徒压
在身下，也有人拿来电线将
歹徒的腿捆住了。但是歹徒
一直在挣扎，而且当时 110
民警还没有赶到，徐家喜只

好一直摁住劫匪不松手。
“徐家喜头上的血不停

地往下流，怕他失血过多，我
就给他做了简单的包扎。”朱
然会说，徐家喜就是那样一

边摁着劫匪，一边让她给包
扎的。一直到几分钟以后民
警赶到，把劫匪交给民警他
才松手。

一米六多如何打倒一米八的，原来他是“练家子”

劫匪一直在挣扎，护士包扎时他也不敢松手

现场没人帮忙，徐家喜也能理解

朋友拿电线捆住劫匪腿

□记者 张纪珍 张涛
季善文

本报临沂 12月 24日
讯 本报 12月 24日《头
缠绷带流着血，摁住劫匪
不松手》的报道刊发后，
好市民徐家喜见义勇为的
行为感动了万千市民。
24日， 40多位素不相识
的临沂市民自发来到医
院，看望这位 47岁的英
雄。

2 4 日上午 1 0 时左
右，临沂市民刘文杰看到
报纸的报道后，就辗转给
记者打来电话，询问徐家
喜所住病房。刘文杰表
示，他被徐家喜的勇气深
深感动，他说不去看看自
己心里放不下。

和刘文杰一样，许多
临沂市民一大早就给记者
打来电话，询问徐家喜
所住病房后，自发前去
看望这位见义勇为的英
雄。上午 11点左右，徐
家喜的病房内摆满了鲜
花。

从上午 9点多，到下
午5点，大约有40多位素
不相识的市民，赶到病房
看望徐家喜，有的市民连
名字都不留下，只是说佩
服徐家喜的勇气，祝福他
早日康复。徐家喜说，这
一天虽然很累，但这些素
不相识市民的关心让他深
为感动。

赤手空拳浴血擒凶的
徐家喜，是临沂市印染厂
的一名下岗职工。十几年
前，他所在的临沂市印染
厂停产。下岗后他为生计
开了一家饭店。

临沂市印染厂厂长朱
宪文说，下岗职工不容
易，徐家喜艰苦创业后，
还让好几个下岗职工到他
那里工作。

朱宪文感慨地说，徐
家喜是下岗职工的骄傲，
他人虽然下岗了，但正气
没有下岗，勇气没有下
岗。

徐家喜和被劫匪打伤
的宋希常都住在临沂市中
医院，伤势较重的宋希常一
直住在 ICU，所以尽管在一
家医院，两家却毫不知情，
只是互相牵挂。

24日上午，宋希常转
到普通病房，正巧和徐家喜
在一层楼。一直在打听恩人
的宋希常家人，总算找到了
徐家喜。

下午，宋希常的母亲、
妻子和岳母，一起来到了徐
家喜的病房。“您是俺家的
恩人，没有您，俺儿子就没
了。”宋希常的母亲拉着徐
家喜的手就哭了。

宋希常母亲：

您是俺家的恩人
□本报记者 张 涛

张纪珍

面对手持凶器的歹
徒，徐家喜挺身而出，凭
自己的身手与勇气，制服
了比他高出近 20厘米的
歹徒。

就在他浴血擒凶的
同时，我们依然看到了一
些习惯性的沉默。事发地
点位于临沂市区主干道，
当时很多人围观，但除了
与徐家喜同行的朋友外，
没有人伸手帮忙，或许这
中间有这样或那样的理
由，但仍然让人感到有些
心寒。

如果不是徐家喜有
足够的勇气，如果不是徐
家喜身手了得，后果很难
想象……

每个人在遇到危难
时都需要有人帮一把，哪
怕打个报警电话，吼上一
声也好。

徐家喜是个英雄。我
们期待社会能给他更多
的掌声和鼓励；我们更期
待，英雄从此不再孤单！

期待英雄不再孤单

记者手记

市民到医院看望徐家
喜。本报记者 张涛 摄

24日，临沂市第十五中学的同学们到医院看望徐家喜。 本报记者 张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