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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站内乘客摔倒
他们纵身一跃极速营救

12月15日下午2时左右，重庆轨道交通
9号线中央公园东站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女乘
客乘坐电动扶梯时不慎摔倒，危急时刻，轨道
工作人员及时反应，快速翻越栏杆按下急停
按钮……从乘客摔倒到工作人员翻越栏杆救
人，这短短5秒的惊险现场被站内摄像头记
录下来，不少网友留言点赞：“小伙子真帅”

“给重庆轨道人点赞”“重庆还是好人多”。
17日上午，记者联系上重庆轨道交通9号

线当班值班站长曹晓虎，他为记者还原了事发
当天的惊险一幕。“那名女性乘客大概50多岁，
当时是打算前往10号线中央公园东站乘车，结
果发现自己走到9号线站台，可能因为赶时间，
她在电动扶梯上逆行想回到站厅，结果不慎摔
倒，幸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反应。”

随后，记者又联系上视频中的当事轨道
工作人员骆涛，这位22岁的重庆小伙笑着
说，守护乘客安全是他工作中的分内之事。

“当时我正在值班，突然听到旁边电动扶
梯上有人发出‘唉哟’一声，心想可能有状况
发生，转头就发现乘客在电动扶梯上摔倒
了。当时也没想太多，下意识就翻越栏杆去
按下急停按钮。”骆涛回忆道。

除了翻越栏杆救人的骆涛，记者在视频
中注意到，站台处还有另一名轨道工作人员
也参与了这场救援，他就是站务安全员邓启
晖。事发当时，他听到呼救后也飞奔前往电
动扶梯处救人。

“当时我在电动扶梯下面的站台上，听到
一名女性乘客的呼叫声和‘砰’一声响，我伸
头一看，发现有乘客摔倒，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快点去按急停按钮。”今年39岁的邓启晖已
在轨道站内工作10余年。他说，乘客的安全
就是最重要的事，发生异常情况都会第一时
间进行处置和反应。

经轨道工作人员询问和观察，幸好这名
乘客并无大碍，表示感谢后，该名乘客随后自
行离开了。

“乘电动扶梯时记得要站稳扶好注意安
全，千万不能逆行！”值班站长曹晓虎也提醒
广大乘客安全乘坐电动扶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旭

老人路边晕倒
众人相助让她转危为安

“快来啊，有人昏倒了……”12月14日上
午11点左右，交通运输执法巴南区大队二中
队开展勤务途经南彭隧道入口处，发现公路
旁一男子招手求助，公路前方一位老婆婆倒
在路中间。

执法人员迅速下车查看，只见一名老婆
婆斜躺在公路上，表情痛苦，不断呻吟。据求
助的男子称，他也是开车途经此处，发现老人
躺在公路上，怕出现二次伤害，所以下车救
助，已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老婆婆，你怎么了？”执法人员急切询
问，所幸的是，老人意识清醒，称自己走路摔
倒，站不起来了。

由于伤势不明，执法人员不敢随意移动。
见地面冰冷，立即将车上的坐垫拿来垫在老人身
下，一边安慰老人，一边用电话联系老人的家人。

由于该路段处于主干道，车流量大，为避
免交通堵塞及造成二次伤害，执法人员分工
协作，在现场维持秩序、疏通交通。随后，救
护车和警车赶到现场，执法人员对情况进行
了说明，并协助医务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
后，才离开现场。

“后来我们询问了她的家人，老人已经没
有大碍。”执法人员同时提醒，最好不要让老
人一个人出门。如果单独出门，最好随身带
着电话和个人信息卡，方便联系。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实习
生 胡燕 巴南区大队供图

■凡人微光 温暖山城
十年深耕民间，重庆晨报“马拉打望·城与人”专栏结集出书受热捧

《口述重庆》：记录城市的麻辣鲜香
12月16日下午，200多位热爱重庆城市文化的书友把南滨路精典书店大讲堂挤得满满当当，参

加“向讲故事的人致敬——马拉《口述重庆：从母城到江湖的民间生活史》新书分享暨老友会”。马拉
和友情主持杨一、徐蓓与8位特邀嘉宾，他们幽默风趣，笑谈民间生活，场上爆笑掌声不断。

马拉却为她作传。妈妈的故事最早出现重庆晨报上后，她
一直嘱咐我要感谢马拉。她80大寿，也叫我一定要请马拉
来。直到她89岁生命快到尽头，在重症监护室里还对我说
要感谢重庆晨报那个姓马的记者。所以就为这些，虽然平
时我跟马拉交往不多，但在心中，我一直认为我们是情同手
足的兄弟”。

两江奔流是重庆城的显著标志，市民熟悉的“嘉陵江大
桥”桥名是谁写的，多年来一直是一个谜，马拉专栏终于把
书写者“打捞”出来——重庆博物馆默默无闻的一代榜书大
师李德益。其子李方荣在分享会上还透露：父亲还是重庆
火车站、沙坪公园、北温泉、冠生园、红星亭和鹅岭公园的题
名者。20世纪60年代起十余年内，重庆中心城区每根电
线杆上挂着的标语牌、重庆博物馆所有展板上的每一个
字，都是他一笔一画写出来的。父亲1978年65岁就去世
了，李方荣一直想为父亲做点什么，“重庆晨报马拉帮我做
到了，令我非常感动。”

《口述重庆》：催生新纪录片灵感
把“马拉打望·城与人”的专栏结集成书是马拉的挚友、

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的主意，“刘雪庵、白智清、任鸿隽、卢
作孚、罗中立、陈萨、陈坤、黄珂……重庆出了这么多不同领
域的名人。他们散落在重庆的乡间田野，伫立在长江边、嘉
陵江畔，就像是一颗颗星星，照亮了我们这座城市，守护这
座城市，给予这座城市温暖、力量和奇迹。”杨一说，马拉专
栏刚好就把这一颗颗星串成了城市人物“星链”。

“星链”上的“星”，熠熠生辉。如果你是学理科的，那大
名鼎鼎的英国数学家罗素你一定有印象。他在数理逻辑领
域成就斐然，与此同时他的《西方哲学史》也是哲学领域经
典中的经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大咖，在
1950~1960年一直牵挂着一位重庆人：任鸿隽（中国现代科
学事业开创者之一，曾任四川大学校长），还给他从英国邮
寄过午餐肉和沙丁鱼罐头。

任鸿隽故事的讲述者是其孙任尔宁，在
分享会现场，马拉将自己发现的任尔宁先

生父母当年在《新蜀报》上的结婚启事，
作为“礼物”送给任尔宁，引发现场热
烈掌声。当然，这也给了杨一、徐蓓灵
感，“做一个关于任鸿隽的专题纪录
片，致敬这位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开创

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重庆人！”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

样的城；有什么样的城，就有
什么样的人！”这原本是重庆
晨报十年来的马拉专栏题
词，现在也印在《口述重
庆》扉页上。在分享会的
开场和结尾，主持人杨一
和全场书友们都以领诵
和齐诵的呼应方式，诵出
这句题词，非常震撼。分

享会虽已结束，但《口述重
庆》之于文化强市的影响，才
刚刚开始……

重庆晨报记者 陈
军 摄影报道

《口述重庆》：记录真实生活状态
在2024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前两周，大家就在重

庆晨报著名记者、专栏作家马拉这本《口述重庆》中听
到了解放碑传来的钟声：书中的一位受访者(口述人)
是曾任市公用局路灯管理处工程技术组组长胡明富
——1954年，解放碑上安装的还是一座机械大钟，校
时、维修的任务就落到了他手上。“当时单位还给我配
备了一块进口劳力士手表和一辆令牌自行车。”

这是一个人的生活片段，却是重庆城市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本书的书名不难看出，马拉意在以一个
普通的故事讲述人，来记录这座大城市的真实生活状
态。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底料”传承着城市文化的

“麻辣鲜香”。著名导演徐蓓曾拍过《大后方》《城门几
丈高》《西南联大》等纪录片并拿了金鸡奖。作为友情
主持，她在现场的分享颇能代表很多马拉读者的心声：

“第一次读到马拉专栏，我有被惊艳到的感觉。”徐蓓
说，尽管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但对重庆的理解不
深，“那时马拉的口述历史在重庆来说是一种比较新鲜
的文字记录形式，它没有宏大叙事，只是聚焦于重庆众
生百态，让我们看到，重庆真是好有趣的城市，有好多
有意思的人物。”

市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提出文化强市，作为重庆主
流都市大报，重庆晨报一直坚持做“城市价值的发现者
和传播者”，成为文化强市的助力者与贡献者——记者
马拉早在2011年重庆晨报开设专栏“马拉打望·城与
人”，十余年来，他约会了无数个有故事的“老重庆”吹
龙门阵。这些“老重庆”的个体记忆融于时代叙事之
中，河山清脆、岁月奔涌、乡音甘冽、众声交响，如同多
声部混声合唱一般，反响着重庆这座城的万千气象。

《口述重庆》：向讲故事的人致敬
“一个知情老人去世，意味着一段历史消逝。马拉

的笔下既有普通百姓，也有传奇人物，有广度、深度和
厚度，他们共同构筑起了我们生活的城市。几十年来，
以解放碑为代表的重庆城变化天翻地覆，但我们依然怀
念过去简单生活的快乐幸福。城市日新月异，那些纯粹
会在记忆中永存。”书中人物、著名文史专家何智亚作为
一名老重庆人，在解放碑下来龙巷长大的娃儿，谈到口
述民间生活史的真正价值。“我们用影像和文字留住了
一些过去的东西，但我觉得我们怀念的并非是当年的那
些小巷子、简陋的房子，我们怀念的是（当年）简单生活
中幸福到来时的愉快，坦诚、简单的人际关系。”

根据受访人物及其故事类型，马拉将整部《口述重
庆》分成“母城、望族、先生、青春、老兵、大厂”等9大板
块。“书中口述人一共是62位，其中有16位在这本书6
年的制作和出版过程中，已经离世……”在分享会上，
马拉说，相比自己和新书，这些故事的讲述人才更是真
正的主角。“这也是我们把分享会主题定为‘向讲故事
的人致敬’的原因。”马拉还特别邀请到《口述重庆》书
中部分口述人或后人到场，签名赠书，表达致敬。

正如何智亚所说，《口述重庆》一书在很大程度上
保存了一份份城市“孤本”。记者的眼光是敏锐的，见
人之所未见，正是一个记者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从来
没有通过官方或是组织去找人（采访对象），都是顺其
自然。”在分享会上，马拉笑着说，上钟的胡明富伯伯就
是最好的例子。“当时我是在轨道交通2号线李子坝站
等车。无意中看到旁边有个人捧着一本叫《我的一生》
的书在看。”好奇之下，马拉上前一打听，看书的正好是
书作者胡明富的同事。

《口述重庆》：“情同手足的兄弟”
重庆晨报记者的文化坚守与坚持也感动过不

少讲述者的后人。“这本书有看头、有故事、有温
度……”何智亚在读完《口述重庆》后就感受到
不一样的重庆，“原来我们重庆有这么多故
事，有些还鲜为人知。”就像自己之前就没
有留意过原来从周璇到邓丽君一直在唱的
《何日君再来》是出自重庆铜梁人刘雪庵
之手。

马拉专栏在采写过程中，和地名
专家李正权母子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权哥对重庆地名的认识，是从
小帮妈妈分担苦力一步一步踩出
来的。妈妈张素珍作为重庆最早
的女抬工（搬运工），“从鬼门关
里走几回”“下力也是一个技术
活”，马拉的专栏还原了那一代
重庆底层劳动妇女的生命史。“我
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但 晨报老同事、摄

影师田家女士与
马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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