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7 日是 94 岁的李秀英和 74 岁的

侯昌凤 10年来第一次出“远门”。娘儿俩要从

王府井前往昌平一家中医院进行体检。

清晨，还处在宁静中的王府井大街，李秀

英和女儿侯昌凤，在志愿者的搀扶下，走出胡

同坐车。为这趟“远行”，侯昌凤前一天晚上特

意洗了洗头， 李秀英摘掉平日捡废品时穿的

蓝大褂和条纹围裙， 特意换了一顶干净的白

布帽。

她是乐观的“桃姐”

蓝褂和围裙是李秀英在王府井大街上的

标记。 闪烁的屏幕和耀眼的街灯下，94 岁的

她弯着腰，扶着不锈钢支架，孱孱而行。

李秀英从小要饭长大，成家后，她又带着

一对儿女要饭谋生。

1951 年，李秀英来京当保姆。 她是雇主

家 5个孩子的“桃姐”。 晚年的她住在雇主家

的房子里，与王府井大街隔一个通道。

如今， 她对有饭吃， 有钱花的生活很知

足。但她每天仍去王府井捡废品，为攒钱给年

逾古稀的女儿治病。李秀英总说，现在生活很

好，低保每月要涨到 800元，她很高兴。

她不认为捡废品是件苦差事，“捡废品可

以帮我活动筋骨”。 因为骨折，李秀英右腿打

钢板，钉进四根钉子，她需要扶着支架走路。

她成大家的“奶奶”

李秀英的事，被热心网友贴在微博上，后

经媒体传播，打动了很多人。

接踵而至的探访者， 让她和女儿有些应

接不暇，一时间，她成了大家的“奶奶”。

五月初，一位年轻女子从内蒙古回天津，

途经北京，塞进李秀英手里一叠百元人民币，

“她让我想起自己的奶奶。 ”

北京侯丽萍风湿病中医医院负责人刘先

生看到李秀英的故事说， 最钦佩李奶奶的乐

观。 他联系上了经常照顾李秀英的志愿者王

女士，希望为母女进行一次体检。 刘先生说，

李秀英母女千余元的体检费，医院免收。

最惦记的还是女儿

5 月 27 日上午， 李秀英母女来到医院，

医生得知她已 94岁时说，“您的气色真好。 ”

李秀英母女的到来也吸引其他病人上前

询问，“您老多大岁数了？ ”

“我啊，94岁了，”说到 94，李秀英的音调

会高一些。听到有人羡慕她长寿健康，她的眼

睛眯成了一条缝，笑声很响亮。

医生先给两位老人问诊，然后开检查单，

主要检查骨密度、血液、心电图等。

志愿者张女士将老人扶到检查仪器上。

每做完一项检查， 李秀英都不停地作揖感谢

医生和志愿者。

做检查时，李奶奶总向外张望，女儿让她

放心不下。“我女儿检查了吗？她的病可多，糖

尿病，心脏病，高血压。 ”

“没了妈我也不活”

下午检查结果出来， 李奶奶的血糖有点

高，肺部有感染，心脏供血不好。 志愿者王卓

将这些一一记下来。

医师介绍，李秀英的肝、脾、胰脏以及肾

功能都很好。但她女儿的情况却很糟。检查时

曾几度昏厥，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

医生说， 李秀英的女儿随时有猝死的可

能，不能情绪激动，要控制血压，少运动。

另外，74 岁的女儿侯昌凤还属于“黑

户”。

30 年前，侯昌凤来北京投奔母亲。 儿子

不认她，还注销了她的户口。“妈妈死了，我也

就跟着死了。”没有户籍的侯昌凤，没有医保，

没有低保，唯一的依靠就是母亲。

记者向侯昌凤所说的老家安徽无为县银

桥派出所询问，一工作人员介绍，侯女士所说

的公社已经合并到银桥，“有可能是户籍被弄

丢了，注销的可能性不大。 ”

要想补办户口， 需要本人回到当地派出

所。“不要麻烦了，这么大岁数了，活一天少一

天。 ”侯昌凤对此不抱希望了。

志愿者王女士说， 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侯

昌凤，希望尽可能地为她带来快乐。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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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狗，是网友在从成都骑行到拉萨

的路上遇到的，一路上跟着骑行的队伍跑，

跑了接近 2000 公里……”5 月 26 日， 这条

微博让一只奔跑在 318 国道上的流浪狗成

了很多网友的偶像。

当天， 记者联系上与小狗同行的网友

“骑吉”，他介绍，“它现在叫‘小萨’，拉萨的

萨，我一定会把它带到西藏！ ”

“骑吉”说，自己和朋友在 5月 3日晚上

18 时左右遇到了小狗，“我们是在雅江县遇

到的它，我们骑车正要过雅江的一个隧道，

就在隧道口发现了它。 我们给它喂了些吃

的。 没想到它吃完后就开始跟着我们跑，一

直跟到旅馆。 ”“骑吉”说，第二天，他们离开

了旅馆，但小狗跟着车队一直跑。

在国道 318川藏线这段路上， 徒步、自

驾、骑行从国道 318入藏的人们都或多或少

都听说过这只“向着拉萨前进”的流浪狗。

“骑吉”对小萨赞不绝口：“它很厉害，一天

可以跑五六十公里，而且全是上坡，不管路

况好坏，都是独自完成，而且现在，路途中

12 座 4000 米以上的山， 除了米拉山之外，

它全都挑战成功。 而我们也将在 24日挑战

最后一座海拔 5000米以上的米拉山。 ”

小萨的故事让很多网友感动， 它的未

来也让网友牵挂。“骑吉”表示：“我一定会

把它带到拉萨的， 我们会在布达拉宫前合

影留念，之后带它逛逛拉萨。 ”

但“骑吉”没想好，到底该给小萨一个

怎样的未来。“曾经有个旅馆的老板想留下

小萨，但那时我和朋友决定带它去拉萨，所

以就拒绝了。 可我们到拉萨之后小萨到底

应该去哪儿呢。 ”“骑吉”说，他想过带它回

武汉，也想过让它留在拉萨，也想过发微博

给它寻找下一任愿意带它继续行走的主

人。“还是到拉萨后再说。 ”（据《天府早报》）

“舌尖上的母校”引发

高校“食堂”集体回忆

热播纪录片《舌尖的中国》引发“吃

货总动员”之时，一份手绘的浙江大学

留学生食堂菜单，在网上悄然走红。 这

份由日本留学生箱崎勇人制作的菜单，

在浙大内网论坛 CC98 上传的第一天，

就达到 8000余次的点击量。

绘制这份菜单的留学生箱崎勇人

来自日本东京。 谈起绘制菜单的初衷，

箱崎勇人说， 他来到中国做交换生以

后，对中国菜不熟悉，又看不到菜的实

物图，每次在食堂点菜都无从下手。

后来，学习了近一年汉字，箱崎勇

人将菜单分成饭、锅、汤、蔬菜、鱼、肉等

六类，绘制了食堂菜单。 一道简单的“洋

葱肉片”，不仅配上实物照片，还有英文

和汉语拼音对照，最后，还醒目地标注

了价格，在校内广受好评。

受此影响，网友纷纷炮制“舌尖上

的母校”纪录片文案。 清华大学率先推

出了文字版和图片版。 随后，“舌尖上的

北大”、“舌尖上的人大” 等策划方案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

“舌尖上的清华”策划包括了“两位

数的食堂”：介绍清华食堂的历史沿革，

从一食堂到十五食堂，从学生食堂到教

工食堂，这其中发生的合并、变迁和新

生；“舌尖上的北大”， 不仅介绍北大历

任校长对伙食的重视及伙食与美育的关

系，还总结同学们克服用电限制，利用电

热杯、 电饭煲做菜并把菜谱发到网上的

故事……尽管大学生们平时常常调侃和

抱怨学校食堂伙食，但临近毕业，记忆中

的食堂滋味却成了他们“才下舌尖，又上

心尖”的独特情结。 （据新华社）

网售“真题”何时休———

北京考生“体验”

同等学力申硕考试

网上诈骗

“希望所有的考生都不要存侥幸心理，更

不要相信什么提供‘真题’的网络骗局。 ”在网

上购买同等学力申硕考试英语科目“真题”的

北京考生黄辉（化名）5月 26日对记者说。

几天前，黄辉分别向两家“教育机构”的银

行账户汇款近 2000 元人民币，购买将于 27 日

举行的同等学力申硕考试英语科目的“真题”。

对方分别承诺于 25日中午 12时和下午 5时向

黄辉提供的电子邮箱发送试题。

“正如我的判断，这些机构收到钱后就会

‘人间蒸发。 ’”黄辉说。 目前，曾与黄辉联系的

手机电话均已停机。

黄辉对记者说，他购买试题并非是为了考

试，而是要验证一下卖题机构的真假，揭开网

上五花八门的售题骗局。

据了解，不久前，黄辉报名参加了一个由

社会辅导机构举办的英语考试辅导班。 从此，

他和一起报名的其他同学陆续接到数十条神

秘短信，内容都是提供考试“真题”及答案，保

证过关。

黄辉向记者出示了几条自己保存的手机

短信。 这些短信清楚地写明了提供考题的方

式、时间和价格等。 一门考试“真题”的价格相

当不菲，一般为 1000元至 2000元不等。卖题者

承诺“将在考前 2 天将试题发送到考生的电子

邮箱”。

有的短信内容看上去还挺“靠谱”：“从官

方渠道获得”，“我们已做了 6 年”，“只提供

80％答案，这样可以避免考生答题雷同”。 有的

卖家甚至信誓旦旦承诺，考生拿到试题、答案

后可以先考试后付款， 条件是必须把准考证、

身份证扫描传给他们备案， 如果考生拒不付

款，他们可以凭考生信息追究。

“如果他们销售的试题是真的，不仅对那

些凭自己本事复习考试的同学很不公平，也严

重破坏了考试选拔机制，更是盗窃国家秘密的

严重犯罪行为！ ”黄辉说。

为了搞清真实情况，黄辉一边向有关部门

举报，一边按照短信中留下的联系方式，通过

电话和QQ，与湖南、北京等地的一些卖家取得

了联系。

在黄辉提供的 QQ 聊天截屏上记者看到，

一个名为“靖程教育”的账号上赫然写着“权威

机构，连续多年成功操作同等，选择我们助你

轻松通过”。 另一个名为“实名认证”的账号注

明“本机构已拿到答案，将在 25日 8时发送”。

“骗子就是抓住一些人想通过作弊在考试

中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 至于先考试后付款的

承诺， 只不过是骗子为了增加可信性耍的花

招。 相信没有谁买题作弊还愿意公开自己的真

实身份。 ”黄辉分析说。

根据黄辉的描述，网上售题机构抓住人们

应考的迫切心理， 运用各种谎言来拖延时间，

争取骗取更多的信任，说服更多的人买题。 比

如原定 25 日下午 5 时向黄辉提供考题的人谎

称：“教育部已发现泄题，启用 B 卷，我们不得

不重新准备，试题会在次日中午 12时发来。 ”

“为什么这样的骗子不能被一网打尽，为

什么网上各类考试诈骗屡禁不止，为什么不法

分子会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记者带着黄辉的

疑问分别致电教育部、公安部。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不法分

子利用网络、电子邮件、短信等手段兜售所谓

试题、答案，骗取考生钱财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

关部门针对考试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净

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考点周

边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重点清除各类网络传

播方式所涉及的疑似考试泄密、团伙舞弊等有

害信息。

近日，教育部修改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进一步加大对组织、参与作弊行为

的惩治力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考试招生队

伍建设和人员管理，健全规章制度和各环节管

理流程、办法，把考试安全保密、组织管理的责

任逐一落实到人，强化制度执行力。 对不负责

任、失职渎职的人员，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

严格问责追究，绝不姑息，决不手软。 ”教育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今社会互联网

信息特别发达，滋生了利用买卖公民个人信息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并衍生出许多下游

犯罪，比如电信诈骗就是一类。 公安机关一直

在坚决打击此类犯罪，下一步将采取更为有效

的措施，加大打击力度。

记者了解到，对黄辉举报的骗局，公安机

关正在开展调查。 （据新华社）

励志小狗跟随车队

2 0 0 0 公里跑到拉萨

坚韧精神感动网友

李秀英，生于 1 9 1 9 年，祖籍安徽。 1 9 5 1 年，她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当保姆。 7 0 岁之后，靠领取北京市低保生活。

因为要供养身患多病、无经济来源的女儿，她不得不在王府井大街拾荒多年。 不久前，热心网友将其事迹发上微博，

引来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老人面对帮助，说得最多的是：“不用给我钱。 我都有。 我就担心闺女，我走了，她怎

么办……”

她要饭长大，当过保姆，在京拾荒为孩子攒钱，网友爆料：

9 4 岁老母拾荒养活 7 4 岁病女

李秀英在北京王府井街头拾垃圾。

（网友供图）

核心

提示

跟随车队跑到拉萨的“小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