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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11:03，周先生来电：凯旋路168号，75岁的老
人有夜游症，凌晨夜游坠楼，从五楼掉下，砸到一辆小
轿车上，人送往红会医院。

记者罗传达核实报道：凯旋路 168号有 3幢居民
楼。坠楼大伯是从其中 1幢的 5楼坠下来的。楼下停
了一辆新款斯柯达轿车。昨天中午，一个环卫工人在
打扫车窗玻璃残渣。

“人从5楼掉下来，我现场看过，好像是在2楼保笼上
弹了一下，又在电缆上吊了一下，然后砸在车子玻璃上。”
环卫工人抬头望向5楼一扇小窗，百思不得其解，“命大!
这么大年纪，5楼掉下来，正常情况人早没了⋯⋯”

这个小区老年人多。说到坠楼老人，一个大伯推开
窗户大声说，“他吃饭都不会吃的，老婆喂饭给他吃，他
以前开汽车的，退休工资四五千，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阿姨听我们聊天，忽然把双手抬起，抬到一半
停住，然后手掌耷拉，抖个不停，“他站不稳的，走五步
就要休息，手是这样的⋯⋯眼睛也看不清。”

斯柯达车主是个年轻小伙，他说这辆车是今年新
买的，全部下来24万，从5楼掉下的大伯把整个后挡玻
璃砸没了，还牵涉到车子其他骨架，初步问了下，修修
要两三万块钱。

关于赔偿，小伙还没来得及和大伯家属商量。我
问他有什么想法，他淡淡说了一句：“救了一条人命也
是积德。”

红会医院一号楼骨科住院部，坠楼大伯躺在病床上
一动不动，他满口牙齿几乎全没了，只上腭一颗外突的
门牙还在，抿嘴时露出三分之一。大伯75岁，杭州人。

72 岁的张阿姨是大伯的爱人，照顾大伯日常起
居，看上去比大伯精神多了。说起老伴为什么从楼上
掉下来，张阿姨分三个层面解释，层层递进。

“梦游倒不梦游的，就是白天当夜里，夜里当白
天，白天睡了么，晚上不要睡的。什么怎么办？他
白天要睡你拉也拉不醒的，晚上不肯睡你要他睡也
不肯睡的。

“昨天晚上他没睡，我也没睡，他在房间里走来走
去我怎么睡？后半夜有点冷，我一般缩在被窝里，又从
被窝里几次爬出来，故意去看他。2点20分之前，我去
看过，他坐在马桶上，他平时坐马桶要好长时间的，我就
回房间了。没几分钟，大概十来分钟，就听到嘭一声，我
以为阳台上东西掉下去了，本来叫儿子去看看的，我想
儿子白天要上班，就自己去看——老头子不见了。”

“马桶就在窗户边上，窗台高1.2米，估计他是踩到
马桶盖上，然后推出去，一个跟头就栽下去了⋯⋯他要
出来，我先前把门把牢了，他就把窗户当门了，他眼睛
不方便，有时候把电视机也当门⋯⋯”张阿姨无奈地
说，斯大伯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很多事情弄不灵清。（阿
尔茨海默病（AD）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
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
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65岁以
前发病者，称早老性痴呆；65岁以后发病者称老年性
痴呆。）

虽然脑子有时不太灵清，但大伯身子骨蛮好。
“就臀部骨折，内脏还好。命这么大，我们邻居都

说想不到的。”张阿姨说。医护也证实，大伯除了臀部
有骨折，其他伤得不太严重。

昨天下午，大伯醒来了。
护工大姐试问他，是不是掉下来砸到一辆车？
大伯坚决否认，“我从五楼滚下来的。”
滚到哪里？

“一直滚到一楼了。”

记者 董吕平

国庆期间，东园小学树园校区很多家长说，和小
学紧挨的小区8幢旁边一堵墙，开了个大口子，据说拆
墙这户人家以前开过棋牌室，因为采光不好，要拆墙
开窗。当天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拆墙这户人家住了十

多年，家里确实有麻将桌，“但他现在是在装修房子，
拆墙开窗应该不是为了打麻将更敞亮。”小区唐主任
说。（详见昨日快报A5版）

昨天下午，潮鸣街道城管等执法部门和住户耐心
商量后，把这堵墙补上了。

“我们10月2日当天就接到了投诉，当时就和住户

商量好了，暂时停工，因为涉及这堵墙的产权问题，国庆
期间相关单位没有上班，昨天一上班，我们马上联系了
规划部门。”潮鸣街道城管科陆科长说，“这堵墙的产权
确实属于居民方，拆墙这户人家说房子在装修，棋牌室
不开的，但不管如何，在墙上开窗是不允许的，而且住户
没有提前到相关部门审批，所以我们把墙补上了。”

记者 潘杰

昨天是重阳节，民政部主管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
院联合寻人公益项目在京发布《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
皮书》。调查显示，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在50万上下，
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为1370人，平均年龄75.89岁。

本报记者杨丽代表“快找人”参加了发布会。作
为公益寻人新媒体，“快找人”是都市快报和浙江省公
安厅联合推出的，目前已入驻微信、今日头条、网易
号、新浪微博等，并和蚂蚁金服合作，旨在帮助更多的
失散家庭早日团圆。

“快找人”平台从去年 10月 27日上线至今，根据
求助者诉求，发布了50条寻找走失老人（年龄在60岁
以上）的信息，至少10人被找到。

早上7-9点老人最容易走失
根据《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全国走失老

人平均年龄为75.89岁，其中男性占比42%，女性占到
58%，75岁以上老年人走失比较高。

据“快找人”发布的50位走失老人基本情况汇总，
平均年龄77岁，男女比例相当，75-85岁间的老人最容
易走失，多达23人，与白皮书数据很接近。

16位老人是在早上 7-9时间走失，这通常是吃早
餐、逛市场、出门赶路的时间，最容易迷失在人海；其
次是14-16时，有8位老人走失，这一时段老人们通常
刚午睡完，大多会出门散步。

除个别老人是在杭州市区走失外，走失地点集中
在县城、农村，农贸市场、汽车站、医院等人流量大的

公共场所最典型。
患有精神疾病、不会讲普通话、不善与人交流

——这些都是走失老人鲜明的共性特征。“快找人”帮
忙寻找的老人中，就有18人明确患有老年痴呆或者智
障，占到36%。

今年2月17日，79岁的兰溪人陆大伯走失了。他
患老年痴呆一年有余，家人很上心给买了黄手环、定
位手表，甚至在老年卡上留了联系方式。“快找人”联
系了当地的救援力量，3天后在四五公里外的公墓找
到他时，陆大伯只顾着向前走，其间也不曾与人交流。

因非疾病走失的原因中，最常见的是在陌生环境
中迷路，有6位老人不熟悉路况，甚至走反了回家的方
向。9月 20日第一次来西湖看音乐喷泉的陆振林，与
旅游团失联，他独自坐车走动到了余杭区运河街道，
还以为回到了衢州。直到 6天后，看过“快找人”报道
的老乡吴琴琴在路边留意到他。

走失后大多在72小时内找到
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专家顾问、白皮书主笔人熊

贵彬介绍，失智是发达国家老人走失主要原因，而我
国的老龄化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老人走失
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失智是一个主因，但人口流动带
来的疏于照顾和老人贫困，也大大加剧了走失风险。”

今年3月30日中午12时左右，88岁的王玉兰从义
乌市苏溪镇新院村走失，她是河南人，第一次来义乌
的女儿家。原本小辈们想抽空带老太太四处转转，结
果她空闲出门散步后一去不回。直到次日下午，当地
大陈派出所民警看到“快找人”的寻人启事，才最终联

系上家人，而老太太叽里咕噜比划的方言，谁也没懂。
王玉兰告诉外孙女，自己一直在走路，晚上也在走。

而其他走失老人中，不少都是独自生活或者没有子女。
而祖籍宁波慈溪的孙祖焜，在收到一份医院的癌

症报告和住院通知后，骑着自行车离家出走。他把手
机、身份证、钱包全留在了住过的旅馆，还给全家人留
言：不想拖累家人，一个人出去游山玩水，玩不动了就
结束生命。

在“快找人”帮忙找到的10位老人中，除了陆振林
外，都是在 3天内被找到的。白皮书调研的样本也显
示，有69.3%的老人是在“黄金72小时”里被找到的。

如何预防老人走失，或者在黄金时间内找到走失
老人，警方给出了几条建议：

1.平时让老人记下一些常用电话，关键时刻能够
拨打求助；

2.可以通过在名字前加“A”等方式，将老人配偶、
子女等亲属的电话号码保存在老人手机通讯录前几
位，方便老人遇紧急情况快速查找；

3.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给老人配备有定位功能的
手机、智能手环等；

4.在老人的贴身衣物里放置联系卡，上面写明老
人的身份信息及家人联系电话等；

5.为老人准备一些稍微特殊的衣服，方便辨认和
寻找，比如亮色的马甲、鞋子、帽子、围巾等；

6.家中门上装一个风铃，这样老人突然出去就会
有明显声音，家人容易察觉；

7.远亲不如近邻，和小区里的看门大爷、保安、菜场小
贩这些人多沟通、多委托，日常多留意老人散步路线。

75岁大伯半夜从5楼坠下
把斯柯达整个后挡玻璃砸没了
还好伤得不算太严重

全国每年走失老人50万平均每天1370人
“快找人”数据显示老人两个时间段走失最多
上午7-9点,下午2－4点

全国每年走失老人50万平均每天1370人
“快找人”数据显示老人两个时间段走失最多
上午7-9点,下午2－4点

《居民楼和小学校园共用的墙一半没了》后续

拆掉的围墙补上了

记者 罗传达 摄

快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