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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蒋大伟：4月25日，70岁的俞培根老人给快
报 85100000 热线来电，他想通过快报寻找一位名叫
来妙芳的战友，这个名字听上去像女同志的战友，其
实是男的，60 年代他们一起在东海舰队当水兵，俞
培根是东海舰队防险救生大队的雷达兵，战友是潜
水兵。两位战友退役后曾见过一面。后来，杭州旧
城改造，他们都搬了家，彼此就失去联系了。俞大伯
说，希望有生之年能跟战友再相见（4月25日“嗨，都
市快报”报道）。

俞大伯寻找战友的消息见报后第二天，战友来
妙芳打进了快报热线，50 年前的战友再次团聚（4 月
26日“嗨，都市快报”报道）。

昨天，两位老战友提着水果来到报社，一定要当
面感谢帮他们相认的本报记者罗传达，借着这个机
会，两位老人也跟我们聊起了他们的战友情。

俞培根大伯今年 70 岁，瘦瘦的，比一旁的战友
来妙芳小一岁，来大伯的个子比俞大伯要高许多，两
鬓的白头发也要多一些。

两位战友在报社的会议室对面对坐着，不论聊
什么，脸上都带着笑容。

俞大伯1964年12月入伍，在一艘救援舰上当雷
达兵，“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 ，不太喜欢和人打交
道。”俞大伯说，直到一年后，舰上来了一批新兵，其
中有一个叫来妙芳的战友，后来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俞大伯说，刚开始，他根本没想过来妙芳会和他
这么要好，“来妙芳从青岛海军潜艇学院毕业，军校
高材生，一来到舰上就担任最危险最重要的潜水兵，

厉害，羡慕！”
俞大伯记得来妙芳刚到舰上不久，就受到

了嘉奖一次。那是他们所在的救援舰正执行巡
逻任务，途中，侦察兵发现附近海域几艘渔船上
的人正招手示意，舰上领导立即决定靠过去看
看，等靠近一看，原来是渔船被风浪打得就要进
水沉没，渔民看到军舰拼命呼救，而身材高大，身
为潜水兵的来妙芳二话不说，跳进冰冷的海里，6
名落水渔民他救起了4名。

听俞大伯这么夸自己，来妙芳笑了起来，显
得有些不好意思。

俞大伯从口袋里翻出一沓发黄的纸，这些
都是几十年来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人民海
军的新闻和照片。这些年来，他一直关心海军的
建设，“当年苦是苦的，但是苦中也有乐！”俞大伯
说完这话，眼角有些湿润，他又笑着说，来妙芳是
潜水兵，伙食标准一天有 3 块多，和飞行员同样
级别，是舰上待遇最好的兵，可是来妙芳总是把
自己的水果、罐头、鱼省下来给自己，还说自己的
罐头多得实在吃不完，其实谁都知道，罐头一个
月就这么一罐，不是吃不完，是故意省给战友吃。

两位大伯告诉我，当年他们所在的团，只有
他们两人是杭州籍的，两个人想家的时候互相
说两句方言。其实，俞大伯说的是杭州话，而来
自闻堰的来妙芳讲的是萧山话，但两人还是觉
得说起方言来更亲切。

1969 年，俞大伯退伍回到杭州，来妙芳比

他晚一年退伍。
那时候没有电话，通讯主要靠书信和上门拜

访。回到杭州后，两人曾经见了一次，后来，俞大伯
和来妙芳都找过对方，才发现战友的家因为旧城改
造都搬掉了，从此再没音讯。

来妙芳说，4月25日那天，他接到好几个朋友的
电话，说有战友在快报上找自己，一看报纸，真的很
激动！

孤山鲁迅像
被人涂了红漆
警方已介入调查

昨日 10:11，钱先生
来电：今天早上，我在孤山
大草坪鲁迅的雕像上看
到有人用红油漆打了个
很大的叉，后来有游客打
电话给相关部门。过了
一会儿，有工作人员拿着
工具将这个叉清理掉了。
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经
常去西湖边拍照的，今天，
我跟往常一样，又去拍照，
才看到这一幕的。

记者蒋大伟：西湖孤
山公园的大草坪上，竖立

着一尊鲁迅先生的塑像，与一片梅林为伴。关于
这座鲁迅的塑像，杭州坊间有这么一段未经考证
的说法——最早，鲁迅塑像是立在湖滨一公园附
近，后来有人批评，说鲁迅先生生前体弱多病，把
他放在这车水马龙的路边上，让他再吃灰尘啊？
再后来，鲁迅塑像被悄悄搬到风景如画的孤山东
麓来，掩映在一片梅花树下。这里背靠孤山，面朝
西湖，闹中取静，鲁迅凝神远眺，像是在思索人生。

西湖岳庙管理处龚主任回复：早上 7 点多，景
区的勤务人员在保洁时发现塑像被人用红油漆涂
绘了，马上派人作了清理，并报警。警方已介入调
查。塑像本身没有受到破坏。

昨日 9:20，网友“勇往直前”微信都市快报：
早上 8 点，余杭东湖北路和亭五线附近，一辆白色
轿车冲到运河里去了，司机好像跑了出来。好端
端的怎么会开到河里去呢？

通讯员王峰、记者蒋大伟：余杭警方接到这起
报警是早上 7 点 57 分，地点是运河街道东湖北路
和亭五线交叉口。一辆轿车冲入运河。

民警赶到现场，司机已经自己从车里逃了出
来。据司机描述，以及现场监控显示，这是一个南
往北的丁字路口，车辆到这里只能左转或右转，前
方就是京杭大运河余杭段。

但是，这辆白色雪佛兰轿车不知为何一路直
行，直接冲过了绿化隔离带，碾过一艘海事船，晃
晃悠悠冲进了运河。

从事故现场的监控录像看到，这辆轿车过路
口时似乎连刹车都没踩，一位骑自行车的路人差
点被它撞到，幸好骑车人及时停车，眼看着小车从
他眼前冲进了河中。

幸好，轿车冲进河里没有马上沉下去，司机顺
利脱逃，除了全身湿透有点受凉并无大碍。交警
说，司机姓陆，云南人，21 岁，考出驾照未满一年，
他的车也是今年1月按揭买的。

怎么好端端的会直接冲进河里去？小陆自
述，他当时在路口看见一辆电瓶车弯过来，一紧
张，油门当刹车踩了下去，直接冲进了河中。

担心手艺要失传
师傅免费收徒弟
谁喜欢制作真丝线？

昨日8:15，王先生来电：我 7 月份就要退
休了，我要毛遂自荐，我有独门做真丝线的
技术，虽说这是个冷门的活，但如果有人需
要我可以传授。

85100000热线陈筱妍：王先生 60 岁，杭
州人，在一家制线公司从事真丝线的制作。
王先生从事这项技术已有四十多年了。所
谓的真丝线制作，就是将蚕宝宝刚吐出来的
丝做成五颜六色的线。

王先生说，接触这项工艺，还得从 1978
年说起。“当时我刚参加工作，国家把我分配
到这家制线公司，我一进单位，就跟着师傅
学真丝线制作工艺。那时大部分制作环节
都是手工操作，我学了一年多才有些成绩。
现在方便了，可以用机器操作。这些年来，
师傅只收了我这么一个徒弟，到后来，我就
成了厂里唯一一个懂这项工艺的工人。”

不过，现在衣服上绣花的丝线早已改为
棉纱、涤纶或人造线，真丝线的使用已经越
来越少了。“没办法啊，真丝线的成本太高。
我就快退休了，想着这项手艺就快失传了，
还真觉得有些可惜。这也算是我们中国丝
织业上的一门技术活。”王先生说。

王先生打算将这门技术传承下去，免费
收徒传授技术。“如果对方有真丝线制作的
机器，又想掌握这个技术，我很乐意传授。”

好几个朋友打电话来，说有战友在快报上找我
一看报纸，真的很激动！
失联40年的水兵 昨天在快报相逢

俞培根（右）和战友来妙芳（左）昨天在快报合影
记者 夏阳 摄

考出驾照未满一年
按揭买车才四个月
小伙子一脚油门冲进运河

孤山脚下的鲁迅雕像

事故现场 通讯员 王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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