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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陈琦）
由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和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
会支持、福建省委宣传部
和厦门市委宣传部联合
摄制的国内首部见义勇
为题材的热血电影——
《直击现场》将于 9 月 10
日在全国院线公映。这
部电影是根据“2011 年
度感动福建”人物张涵、
张辉、刘元飞“英雄三兄
弟”在厦门见义勇为的真
实事件改编的。

2011 年 6 月 24 日
晚，在厦门打工的莆田三
兄弟张辉、张涵、刘元飞，
在勇追抢匪时不幸被砍
成重伤。之后，他们先后
被评为“感动福建”人物、
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见义
勇为模范等；2013年，他
们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接见，习近平在见到张
辉时说：“小伙子，你们兄
弟都是好样的！”

“看到我们的事迹要

被拍成电影了，我非常激
动！”“英雄三兄弟”中的
刘元飞对记者说，在电影
拍摄过程中，他们经常和
编剧一起讨论剧情，研磨
细节。他们也到拍摄现
场去看过，剧情若有不妥
之处，他们也会积极地与
编剧进行沟通，尽量还原
事件的真实细节。“只有
将故事真实地呈现出来，
才能感动更多人。”刘元
飞说。

刘元飞还表示，这部
电影不仅仅呈现一个见
义勇为的感人故事，更多
的是想告诉大家，见义勇
为要有方法、有智慧；想
警示坏人不要为非作歹，
邪恶是注定会被正义所
击败的。

刘元飞希望这部电
影能给社会带来满满的
正能量，能够鼓舞人、激
励人，希望见义勇为的
精神可以不断地传递下
去。

感动福建人物
搬上荧屏

“英雄三兄弟”见义勇为的故事
拍成电影《直击现场》，9月10日上映

陈美蓉的双胞胎儿子
1999年出生后，全家倍感幸
福。但是，他们长到四五岁
了，还都不说话。那时候在
国内还很少有人了解自闭
症，只当是孩子学话慢。

2003年的一天，一位同
事忽然递给陈美蓉一份《海
峡都市报》说：“你儿子的情

况类似报纸上面说的自闭
症。”陈美蓉急切地看了一
下，心顿时提了起来，她于是
带着孩子来福州检查。

医生给孩子做了两项
检查，其中一项是穿珠子，
两个孩子都不能完成，均被
诊断为“自闭症”。从福州
回来，陈美蓉买了很多珠

子，每天在家里教孩子们
穿，她以为，只要孩子们学
会穿珠子了，“病”就好了。

几个月后，陈美蓉去北
京参加一个关于自闭症的活
动，她认识了一家知名房地
产企业的老板，他的儿子也
是自闭症患者，他请了一个
团队来帮孩子做康复，有知

名脑外科专家、心理专家、自
闭症康复专家等，但是，那孩
子依然无法回归主流。

从北京回来，陈美蓉艰
难地告诉丈夫：孩子们可能
永远好不了了。面对这一
现实，陈美蓉痛苦绝望，“我
曾不止一次想带着孩子了
却此生。”

她为自闭症儿童奔波20年
创办“泉州北斗星自闭症康复中心”，让社会更多了解到这些“星星的孩子”

候选人 8
陈美蓉

海都讯（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华大综） 9 月 4
日晚 10 点多，福州某小区
34楼窗户外，一个女孩躺在
遮阳板上，情绪十分激动，
哭闹着要跳楼轻生，在原就
有坡度且狭窄的遮阳板上，
她不停晃动身子，随时都有
可能翻滚下去。

华大派出所民警接报
赶到现场后，发现情况并

不乐观，女孩情绪一直很
激动，不让任何人靠近，大
声喊叫着让其他人走开。
此时，消防队员也及时赶
到，在楼底铺设救生垫。
为防止意外发生，民警还
迅速联系了 120，并劝散围
观群众，扩大警戒范围，以
免围观群众给女孩造成压
力和干扰。

在与女孩的对话中，民

警了解到，该女孩因和男朋
友发生感情纠纷，当晚心情
不好，独自一人到天台喝
酒，越喝越烦闷，产生了轻
生的念头，一时情绪失控翻
过栏杆直接躺在 34楼遮阳
板上。

民警耐心劝导女孩，
尽量稳控其情绪，同时通
知女孩的男朋友到场一起
劝导女孩。经过几个人半

个多小时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的劝说，女孩情绪稍
有缓和。

民警郑永源感到时机
成熟，便向前来支援的消
防员打了个手势，两个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
前一后紧紧抓住女孩四
肢，之后，在其他人的帮
助下，一鼓作气合力把女
孩从栏杆外转移到楼顶平

台上。
女孩被救下后，民警

将她带回派出所休息，又
与远在四川的女孩哥哥取
得了联系，在女孩哥哥和
民警的一道疏导下，女孩
慢慢冷静了下来，承诺不
再做傻事。

直 到 目 送 女 孩 离 开
后，郑永源才察觉到手臂
有点痛，低头一看，才发觉

刚才在楼顶抓女孩手的时
候，两手臂紧紧地靠着栏
杆，手臂已被磨破，渗出了
血。

在同事们点赞郑永源
这个壮举时，他说道，回想
起抓住女孩手的那一刻，看
到楼底仍心有余悸，但当时
情况紧急，来不及多想，只
有一个念头——紧紧抓住
不松手。

生死瞬间！他紧紧抓住她的手
一女孩因情感纠纷，欲从34楼跳下，民警和消防员眼疾手快拉住

暖心正能量

有一群孩子被描述为
“星星的孩子”，他们与人
的距离就像天上的星辰般
遥远，他们活在自己独有
的星辰上。他们，是自闭
症患者。作为两个自闭症
孩子的母亲，陈美蓉可以
说是泉州最早接触自闭症
康复的人群之一，从 2003
年开始，她就扎入这个行
业，创办“泉州北斗星自闭
症康复中心”，为自己的孩
子寻医问药，替别人的孩
子排忧解难。

既然生活还要过下去，
就把每天过得好一点。陈
美蓉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
和人生。

最紧要的是让孩子得
到康复训练，但那个时候泉
州没有任何专业的自闭症
培训机构，于是，2004年，陈
美蓉成立了泉州北斗星自
闭症康复中心。“一方面希

望我的孩子有个地方做康
复，另一方面是想让更多人
了解自闭症，让更多孩子早
点获得干预，更好康复。”陈
美蓉说。

自闭症培训机构专业
性很高，陈美蓉请来美国的
专家培训老师，又把老师送
到外地去培训。刚起步就
是不小的投入，陈美蓉夫妇

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向亲
戚借来不少钱。

高投入没有带来高收
入，来机构做康复的孩子，
家庭经济好的不多，困难家
庭的倒不少。好在，机构很
快得到志愿者的关注，得到
来自各方的资助。然而，要
获得赞助并不容易，这些赞
助多是小额的，往往为了一

两万元赞助，陈美蓉就要奔
波协调好几回。

“我从来没觉得为难，
为孩子们做这些事，我相信
可以获得尊重。”陈美蓉说，
近几年，政府和企业对这个
群体关注越来越多，不少困
难家庭的自闭症儿童都有
了补助，机构的运营越来越
顺畅。

最初陪孩子康复的日
子，一件小小的事怎么教都
教不会，陈美蓉就无比绝
望：这样的孩子，这样的生
命有什么意义呢？

直到有一天，儿子学会
穿衣服，开心得手舞足蹈
时，她的心忽然开朗了：他
们也能成长，他们也能开心
地生活，这样的生命一样值
得尊重值得珍惜。

于是，陈美蓉努力去培

养孩子们成为“有用的人”：
轻度自闭的孩子，通过康复
培训让他们回归主流社会；
比较严重的孩子也让他们
尽量地学会自理，并发展自
己的特长。北斗星培养了
不少有特长的孩子：画画
的，做手工的，十字绣的。

陈美蓉举了个例子：小
丽在北斗星呆了很多年了，
学会了十字绣。她父亲是残
疾人，母亲也有疾病，全家就

靠低保和补助生活，小丽在
北斗星一直没有交培训费，
机构有活动，她的十字绣作
品都能拿出来拍卖，或者赠
送给捐款的好心人。孩子
越过越好，一家人也幸福满
满，在父母的眼里，小丽跟
其他孩子没有两样。

父母不在了，这些孩子
怎么办呢？陈美蓉从几年前
开始心里就存了一个梦：给
自闭症孩子建一个家！奔波

了几年，她筹了5万元善款，
开了缘星聚咖啡屋。在这个
咖啡屋，包括陈美蓉两个儿
子在内的 18个自闭症孩子
参与经营，他们在工作人员
指导下，打扫卫生，为顾客服
务，并获得报酬。他们同吃
同住，一起生活工作，像家人
一般。陈美蓉说，目前咖啡
屋的运营主要还是靠善款，
这个模式很受家长认可，但
要推广还存在不少困难。

双胞胎儿子得了治不好的病

无助母亲变成许多孩子的依靠

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珍惜

N海都记者 沈舜枝
陈美蓉和她的两个儿子

英雄三兄弟，从左到右分别为张辉、张涵、刘元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