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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童

“鬼 跤 王 ” 在 信 阳

黑色体恤， 蓝色牛仔裤， 运动
鞋，简单朴素，这能是人们传说中的
“鬼跤王”？ 在信阳第

24

届茶文化节
期间， 记者有幸见到了中国首位综
合格斗亚太地区金腰带得主，

MMA

格斗家， 中国跤冠军———姚红刚，

并跟踪采访了他的信阳之行。

我是河南人
在去河区吴家店镇七龙山村

万亩生态茶园的路上， 看着满目葱
绿，青山绿水的景色，姚红刚的心情
格外好。一改传说中的沉默寡言，他
兴致很高地聊起信阳毛尖、 河南人
以及自己早年打工的经历。

谈及曾经的过往，他坚毅的眸子
里有着淡淡的忧伤。他说，十多年前，

他带着弟弟去北京找工作，那时候由
于一些偏见，北京很多公司拒招河南
人。面对一次次的拒绝，姚红刚对弟
弟说：“我们就是河南人， 这是事实，

这家不要，我们继续到下一家。”就这
样，兄弟俩一直找下去，终被聘用。

到了茶园，大家围桌品茗。在毛
尖蔼蔼清香中，在绿叶缓缓沉浮中，

在他静静的追忆中， 记者得知， 他
曾是一位孤独的饭店守夜人， 勇闯

首都的“北漂”，过着日夜颠倒的生
活，月收入

1200

元，为省钱宁愿走路
或是花

4

角钱坐公交车，也不愿去坐
2

元票价的地铁。

半路出家
对于很多运动员， 尤其是冠军

得主， 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们
有比较优越的家庭环境， 很早接触
这些体育项目，童子功很扎实。而姚
红刚却是个例外。

2004

年，在北京天坛，

23

岁的姚
红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接触到了
中国跤，并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兴趣，

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训练， 并在
朋友的介绍下拜师当时

78

岁高龄的
“跤王”李宝如。李老不仅在摔跤上
对姚红刚严格要求， 更是专门制定
了一套和现代综合格斗相结合的训
练课程。在别人熟睡的深夜，他依然
是个饭店守夜人， 一直处于半工半
练状态， 但艰辛和痛苦并没有磨灭
他习武的梦想。

从
2009

年开始， 姚红刚正式接
受
MMA

训练。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
力、坚强的斗志、出色的悟性，在名
师的指导下进行高强度训练，由于
特有的摔跤天赋，如今他早已成为
中国

MMA

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

职业战绩上经验丰富，参加过国内
外各种

MMA

重大赛事，

2012

年曾代
表中国参加综合格斗双料世界冠
军决赛。在业界，半路出家的姚红刚
被称为“鬼跤王”。

格斗兄弟
开一个自己的俱乐部， 一直都

是姚红刚的梦想，但基于忙着训练，

参加各种赛事， 总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机缘巧合，他的一个学生办了一
个俱乐部，有意要转给姚红刚。他觉
得这是一个机会，索性就接手了。他

说，因为我跟我弟弟（姚志奎）都是
练格斗的， 我也希望有更多爱好格
斗的兄弟加入进来， 所以我的俱乐
部就取名“格斗兄弟”，开课不到

3

个
月，就已经有

15

个专业队员，业余的
有
80

多个， 但是我的目标是业余队
员
500

个，专业队员最少
30

个。

谈起俱乐部名字的故事，他娓
娓道来，满是温情。“我的弟弟特别
喜欢孙悟空，而孙悟空在取得真经
后被封为斗战圣佛，我喜欢中国式
摔跤的变化无穷。”他指着自己的

T

恤，中间一个红色类似古老图腾的
花纹，既像猴脸也像鬼脸。而黑色
袖头上一面鲜艳的红旗也特别引
人注目，也许这就是这位冠军的家
国情怀。

在风景迷人的南湾湖， 面对碧
波万顷， 他高兴地说：“南湾湖生态
环境如此之好，非常适合运动，希望
不久的将来， 我能带我的兄弟们来
南湾集训。”

这位从周口走出的世界冠军，

已经成为河南人的骄傲。

快乐坚持责任
未见姚红刚之前，我所了解的

都是百度上提供的， 感觉也就是一
位特别能吃苦， 特别有天赋的河南
老乡，一位大器晚成的运动员。茶文
化节期间， 有缘跟踪采访一天，他
身上那种河南人特有的操守和信
念，为国比赛时的担当和责任……

留给我的是心灵深处的触动和满

满的正能量。

我不知道当初那个几乎身无
分文的青年带着弟弟穿梭在北京
繁华的街头，因为是河南人，而一
次次遭拒，依然不改本色，那需要
怎样的勇气和毅力。对此，他轻轻
地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更何
况是养育自己的故乡。” 他骨子里
那种朴实的家国情怀，那种对家乡
深深的眷恋，那种自幼时对武术的

神往，让无数的人为之感动。

短短的一天，更难忘他对运动
独到的体会。他说：首先是喜欢，抛
去所有物质的东西，摔跤带给我的
是快乐， 从未觉得训练有多苦。其
次是坚持， 运动也是意志和毅力的
锻炼，没有坚持，再美的爱好终归是
爱好。最后才是竞赛，赛场其实是一
场自己的战役， 比的不是你死我活
的相搏，而是诠释责任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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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市长热线回应

5

月
9

日，记者收到市政府热
线办邮件，就一些民生问题进行
回复，摘要如下：

化粪池污水四溢及时清淤
疏通

市民陆女士反映，东方红大
道三元照相馆门前的化粪池污
水四溢，影响行人通行，希望相
关部门及时疏通。

接电后，市长热线办公室立
即通知河区政府（电话：

6604760

）办理。经查，该化粪池
属于河区一破产企业改造楼
房的附属设施，因管理不善和资
金不到位，排污管道长时间未进
行清淤，导致化粪池漫溢。目前，

老城办事处已组织人员对此排
污管道进行疏通，解决了污水外
溢问题。经回访，陆女士对办理
结果表示满意。

燃气管道施工受阻多次协
调解决问题

河区五星办事处小拱桥
四组居民焦女士反映，其家中数
月前已安装管道燃气， 但至今未

通燃气，希望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接电后，市长热线办公室立
即通知市城管执法局（电话：

12319

）办理。经查，该组部分居
民因个人利益阻挠燃气管道施
工， 导致整体管道无法贯通，该
组大部分居民家中一直未通燃
气。经多次协调后，目前该组燃
气已顺利接通。经回访，反映人
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公交运行不规范批评教育
表歉意

市民孙女士来电反映，

4

月
份的某天，她准备乘坐

25

路公交
车时，车上仍有空位但不进站停
靠，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管理。

接电后，市长热线办公室立
即通知市交通运输局（电话：

12328

）办理。经查，因当日早晨
孙女士候车所在位置的千盛百
货商场附近交通十分拥堵，该
班次司机在启动车辆后， 未再
次停车。目前，市公交公司已对
该班次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
安排工作人员向孙女士表示歉
意。经回访，反映人对办理结果
表示满意。

5

月
10

日， 记者接到平桥区
平桥街道办事处刘女士投诉，说
幸福路一带逢雨必淹。

记者随后赶到现场，向当地
住户了解了刘女士反映的问题。

据附近居民介绍，平桥街道办事
处平安大道、中心大道东半和幸
福路一带数千居民的生活污水
排放仅依赖一条不足一米宽的
阳沟。记者顺着阳沟走向进行了
查看，从平安大道转入后在约有
200

米的小巷道里， 有着近两米
的落差，而污水就沿着巷道左侧
的阳沟一路流去。

“不是专门修的， 就是弯弯
曲曲自己形成的排水沟。” 小巷
道里一位大妈说，“想想看，下雨
时单是路上下来的水有多少？！”

刘女士领记者到了巷道深
处一户居民家里，院墙和房屋外
墙明显剥落了有

1

米多高。 住户
张大妈说：“这些剥落都是下雨
时污水灌进来时浸泡所致，我们
一家最怕下雨。现在孩子们都不

肯回到这座房子来看我。”

刘女士家的房子地势低洼，

遇到下雨污水就会从自家下水
道里倒灌进家里。她说：“这种状
况有

7

年了， 我们刚建好房子时
这里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有
人在排水的阳沟上面建了房子，

排水沟更窄小了才导致今天这
种状况。”

现场见到的情况正如刘女
士所言，排水的阳沟在小巷道的
尽头没入幸福幼儿园隔壁的一
栋六层楼下面。

刘女士说：“我们向上面反
映了很多次。前几天下雨，倒灌
后路上全都是粪便，有工作人员
来看时恶心得直吐，可怜我们长
年住在这里啊！”

刘女士还拿出了当地居民
请求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联名
信。居民们说，也见到街道办事
处的同志来看过，下暴雨时有人
员困在家里报警后也有

110

和
119

的人来实施过救援， 但问题
一直得不到解决。眼见夏季汛期
就要来了，想起来就睡不好觉。

化解医患纠纷，出路在何方？

5

月
5

日， 广东省人民医院口
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在家中被一
名在

25

年前找过自己做手术的男
子砍杀。 这个行医

30

余年， 退休
后接受了医院返聘的老人， 以这
样一种方式离世，让人十分痛心。

后来证明， 行凶男子是精神
病患者， 但这并不能掩盖当下社
会医患关系紧张， 医患纠纷多发
的现实。

5

月
10

日， 就医患关系的改
善， 记者走访了市卫计委监察室
万顺江主任。

“当下的医患关系确实紧张，

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万顺江
说，“作为医疗管理部门， 我们能
做的就是加强行风建设。”

万顺江介绍了近几年我市加
强医疗业行风建设的一些情况，

“三好一满意”是实施较多也较受
群众欢迎的活动。

万顺江说：“三好就是医疗质
量好、医疗技术好、医疗态度好，

一满意就是创建人民满意医院。

说得虽然很概括，目标很明晰，也
容易把握。”

在病人直接面对的实际治疗
中，我市开展有“三合理一规范”

行风建设活动，即“合理检查、合
理用药、合理治疗、规范收费”。

“什么是合理？买东西叫最高
性价比， 治病其实说的是一种最
佳效率。”万顺江说，“但实际操作
中很难，比如过度检查，有些检查
的必要性并不是绝对的， 但它可
以做出绝对的结论， 即要么是要
么不是。 医患间发生纠纷时双方
的权益都应该得到保障， 但一有

纠纷患者就有了弱势的标签，为
了保护自己的权益， 医生有可能
选择较多的例行检查。”

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过程
中，我市还严格执行了“九不准”

的执业要求。“九不准” 即国家卫
生计生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

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
不准”》，内容如下：

一、 不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
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
钩；二、不准开单提成；三、不准违
规收费； 四、 不准违规接受社会
捐赠资助； 五、 不准参与推销活

动和违规发布医疗广告； 六、不
准为商业目的统方； 七、 不准违
规私自采购使用医药产品； 八、

不准收受回扣；九、不准收受患者
“红包”等。

“这些要求可操作性很强。”

万顺江说， “我们贯彻得也很严

格， 去年全市医务人员主动上交
的红包就有

103

万元。”

关于我市的医患关系， 万顺
江认为还算乐观， 但毕竟医患紧
张是整个社会的症结， 在行风建
设进一步加强的同时， 也期待着
医疗改革的有效深入。

“莆田系”将成为净化社会道德的试金石
五一节，一个名叫魏则西的年

轻人的死亡，将大名鼎鼎的百度再
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又是百度
医疗搜索的“竞价排名”，这个依靠
金钱和谎言堆砌的虚假信息又一
次坑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因为听
信了百度搜索中关于“滑膜肉瘤”

的广告信息，魏则西在武警北京总
队第二医院尝试了一种号称与美
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的肿瘤生物免
疫疗法。在花费了

20

多万元医疗费
后，才得知这个疗法在美国早已宣
布无效被停止临床。这期间，肿瘤
已经扩散至肺部， 魏则西终告不
治。（

5

月
2

日大众网）

一时舆情大愤，人们在谴责莆
田系医院害人的同时，开始要求惩
处始作俑者，要求惩处仍在为害的
失德者。正是一些医院的管理疏漏
才有了“开门迎鬼”，才有了莆田系
的危害甚剧，被莆田系收买的卫生
计生委官员、医院领导、不良医生
都该依法依规受到惩处。百度将此

类信息放在搜索的前沿，客观上助
推了不幸的发生，也备受诟病。

十多天来，围绕上述弊端和非
道德行为的谴责持续发酵，舆论的
抨击也开始向整个非法广告和医
患对立全面铺开，深入的讨论逐渐
为诸多问题的解决打开了局面。

5

月
9

日，第
18

期的《中国经济
周刊》讨论了百度在这次事件中应
承担的责任。百度的搜索引擎所提
供的信息检索服务， 不管是推广、

广告还是自然搜索，都应该承担相
应的责任。而从百度搜索的竞价排
名看，它更应该从广告和赞助搜索
方面承担连带责任。

5

月
4

日， 中国军网刊发报道，

武警部队对广受关注的“魏则西事
件”高度重视，已组成工作组进驻
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有关领导
表示，将全力配合国家卫生计生委
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调
查，对发现的问题将依法依纪严肃
查处，绝不姑息迁就。

5

月
9

日，调查结果公布：

一是立即终止与上海柯莱逊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作。

二是彻底整治涉及武警二院
的虚假信息和医疗广告，积极配合
有关部门进行监测， 坚决查处、严
肃处理。

三是对涉事的医务人员实施
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犯
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是在武警二院开展依法执
业宣传教育和纪律整顿，全面强化
行业作风建设，快速、彻底清理整
顿医疗合作项目。

早在
5

月
4

日，国家、省、市、县
卫生计生委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
议，通报魏则西事件，严查莆田系，

彻底清查各级医院科室管理、临床
技术应用、广告管理。国家卫计委
明确表示，禁止出租或变相出租科
室及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等违法违
规行为。

5

月
9

日
,

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
工商总局、 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的
联合调查组向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

,

要求百度进行严格审核商业推广服
务、明示推广内容和风险、排名机

制调整等多项整改。

百度则表示从六个方面落实
上述整改要求，对全部医疗类机构
资质进行重新审核。同时，继续加
强网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设

,

增设
10

亿元保障基金
,

对网民因使用商
业推广信息遭遇假冒、欺诈而受到
的损失经核定后进行先行赔付。

至此，“莆田系” 事件暂告段
落。

冷静下来，不得不说，社会上
因为逐利而置道德与监管不顾的
现象的治理仍然任重道远，清除社
会各类毒瘤，重建健康的社会生态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

月
3

日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

总书记进一步要求严惩腐败分子，

有“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
民悦”的引用。“莆田系”事件中，人
们看到为恶者和纵容为恶者都将
受到严惩，而这正是万民欣悦的做
法，将成为净化和重建国人道德环
境的试金石。

□

本报记者刘翔马童

□

马童

穿梭于城市间的“蚂蚁”

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狂风
暴雨，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人们
时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身影：他
们身穿绿色制服， 骑着三轮车，

胸前挂着一个老式手机。他们有
时会出现在办公楼下、小区大门
前，有时会出现在狭小逼仄的胡
同里，有时也会驰骋在川流不息
的马路间。

这些身影因平凡渺小而被
人忽视，也因频繁出现在日常生
活里而不足为奇。他们就是辛勤
穿梭于城市间的“蚂蚁”———快
递员。

“喂，您好！邮政快递，请问
是张女士吗？ 您的包裹到了，我
现在给您送去。”

今年
29

岁的王章祯已经从
事快递行业

7

年了。 对从二十出
头的毛头小伙，到即将而立之年
已结婚生子的王章祯来说，作为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的一名普通快递员， 这

7

年的
工作，已渐渐把他打磨成了一位
对待工作认真细致、为人处世成
熟稳重的“绿衣使者”。

7

年来， 王章祯周而复始地
重复着这样的工作。 每天早晨

7

点准时到达单位，边等同事派发
单据， 边整理货物。

7:30

准时将
货物装车，带着派发的快递单从
单位驶向信阳的大街小巷，开始
了一天的派送工作。 中午

12:30

回到单位食堂， 匆匆扒几口午饭，

又争分夺秒地把需要发往外地的快
件装车。来不及休息片刻，又骑着送
货三轮外出奔波了。下午

6:30

回到
单位后， 王章祯吃完饭又要出去
派送快件。他告诉记者，每天最
早也要到晚上

7

点下班。 平时八
九点下班也是常事。

记者跟随着王章祯，一天下
来已是疲惫不堪，更何况他还要
送货卸货，打电话写单据……每
天工作时间长达

10

小时，一个月
也休不了一天假。 即使这样辛
苦， 他仍然很知足。 王章祯说：

“能在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这样一个大型国企里做
快递员，有一份稳定且有保障的
工作，我已经很满足了。”

他还告诉记者，公司也很体
谅快递员的辛苦，每天食堂的饭
菜都是四菜一汤， 两荤两素。夏
天也常常熬制绿豆汤，办公室也
装了空调。

随着采访的深入，王章祯也
渐渐放松了下来，不禁回想起了
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情形。当年的
王章祯每天骑着小摩托，载着可
以触到下巴的包裹出去送快递，

稍不留心或路面不好， 就会摔
倒。有时候遇到下雨天，即使自
己身上全部淋湿，也要用雨披把
包裹遮盖好，特别担心包裹淋湿
了没法跟客户交待。

“干我们这行， 第一要求就
是能吃苦

,

第二则是有耐心。”王

章祯说，快递员最忙的时间是节
假日前后。

随着网购业务不断增加，快
递员的工作量也不断加大。最忙
的时候一天送上近百个快件也
是常有的事。人们常常认为送快
件就是一个力气活，其实快递员
更需要与人沟通时有良好的耐
性， 以及对工作的严谨细致。有
时由于地址填写不详，一个邮件
就要耗费几个小时。

记得去年大年初一， 王章祯
起个大早准备出门送件。可到了楼
下给顾客打电话时，电话那头的顾
客却破口大骂：“大年初一就来送
快件，你是不是有病啊！”很多时候
快递员身体的疲惫没有关系，但
得不到客户的理解，心理压力就
大了。说到这里，王章祯抹了抹
眼睛感到几分酸楚。

采访期间，王章祯的手机不
停地响起，大部分都是老客户打
来的。 由于王章祯的认真和细
心，越来越多的老客户们愿意找
他寄送快件。随着揽投率越来越
高，王章祯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
者，更是作为揽投部的储备干部
培养。

“谁都知道快递行业既苦又
累，挣的都是辛苦钱。是什么能
让你坚持

7

年一直做下去， 而且
越做越好呢？”记者问道。王章祯
毫不犹豫地说：“没有一种工作
是不委屈的。我不过是用自己的
努力， 把当下这一个难题克服，

在错误中积攒经验，让自己下一
次不再出现这种差错。 这样以
来，工作效率就高了。”

在采访中，王章祯不止一次
地对记者说，自己能从事快递员
这份工作很不容易，所以特别珍
惜。工作

7

年，他对公司有了深深
的感情， 也跟同事们相处得很
好。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将
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踏踏
实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为公司贡献一份
力量，为家人撑起一片蓝天。

采访札记：

王章祯作为一名普普通通
的快递员，再平凡不过了。然而，

7

年来他却能在平凡的岗位上静
下心来踏实做事，他的这种工作
态度， 值得当下许多好高骛远、

心浮气躁的年轻人学习。

如今互联网购物越来越方
便快捷，市民只要轻轻动一动手
指就可在电脑前或手机上完成
交易， 轻轻松松坐等商品送上
门。可是，当大家在清凉的空调
房中或是温暖的暖气房里拆包
裹时， 却很难想象这些包裹是
快递员们冒着高温酷暑、 寒风
暴雨， 及时地送达到每个人手
中。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和真诚的
服务为大家运送包裹时，也请客
户签发快件时能轻轻地说上一
声“谢谢”，这便是对他们辛勤付
出的一种肯定、一种温暖。

污水横溢幸福路

□

采访札记

□

凡人小事

□

本报记者胡庆芳

□

本报记者刘翔马童

连日来，不断有群众反映河大市场市
场外溢现象不断增多。之前也有媒体报道过
此现象，但始终没有得到改善。昨日，记者再
次来到这里，发现外溢现象愈演愈烈。原本
通畅的沿河道因菜贩子摆放三轮车占道显
得拥挤，一些买菜的市民不得不站在马路中
间，很是危险。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

解决菜贩占道经营问题。 上图为早上
6:40

菜
贩已占据了道路。左图为随地乱扔的烂菜叶
污染了环境。 本报记者孟磊摄

□

本报记者段黎明

□

段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