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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日前，宿松县北浴乡滑石村退休老校长何琼
英的遗体被用于医学研究两年后结束，已完成火
化，老人的骨灰即将回到故乡。何琼英在乡村从教
数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逝世前又说服家人同意，
5次立下遗嘱捐献遗体，无言大爱感动无数人。

孙凯华 记者 王涛

记者了解到，民警从溺水者身上找到

一部被浸泡的手机，经过辗转联系，确认

了两人的身份，是附近一所中学的初中学

生，分别是13岁和14岁。端午节放假在

家，两人在水库边游玩时发生意外。

根据多名目击者反映，应该先是女生

不慎落水，在挣扎中，同行的男生下水施

救，“可能还是不会游泳，加上陡坡落差

大，没法成功上岸。”

目前，死者遗体被运至殡仪馆保存，

两名学生为何会来到水库岸边玩耍，以及

具体溺亡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类似的悲剧在一个月前也曾发生过。

4月30日下午，同样在大房郢水库南侧岸

边，一名21岁四川小伙下水游泳时，不幸

溺水失踪，打捞3天后，才发现其遗体。

从教40年，默默耕耘

5月24日，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记者

找到了何琼英的家。5间土砖房，家中陈设

简单朴素，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和电器。

“他一辈子非常勤俭，一心扑在教育事业

上，尽管自家日子过得艰难，却常常帮助贫困

的学生和村民。”何琼英的老伴洪金连说。

在宿松二中教书的何祥学是何琼英的

学生，早年父亲过世，家境贫困，上不起

学。何琼英得知情况后，鼓励年少的何祥

学用功读书，尽管家中有7个子女需养育，

负担很重，他毅然拿出微薄的工资帮助何

祥学完成学业，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何

老师不仅给予我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给

了我精神上的关怀，既是我的老师，更像是

一位慈爱的父亲，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现

在的人生。”何祥学说，何琼英从教40年

来，无偿帮助过很多学生，默默耕耘奉献。

“他曾在多所小学任教，一生帮助过许

多人，却对自己的子女严格管教，从来没有

给他们特别照顾。”女婿廖道龙说。

何琼英的7个子女仍然留在农村，有

的出门打工，有的在家务农，没有一人通过

关系被安排好的工作。但是，曾经受到何

琼英帮助过的人，大部分生活得越来越好，

其中不乏功成名就者。

5次立遗嘱，捐献遗体

“捐献遗体，为祖国医学事业培养高技

术人才作一点贡献，是我一生最大、最坚定

的志愿，我死后，任何人不得更改和违背我

的遗愿。”这是何琼英生前留下的遗嘱。因

担心亲友阻拦，老人过世前先后5次立遗

嘱，下定决心死后捐献遗体。

“他1994年从学校退休后，就萌生了

捐献遗体的想法，但是山区世俗观念重，人

死后都希望风光重葬，更别说捐献遗体什

么都不留下，那时岳父也是顾虑重重，犹豫

不决。”廖道龙说。

直到2007年，何琼英看到昔日师友和

亲人先后离世，想到终有一天要离开人世，

若不早做决定，将会错过时机，捐献遗体的

想法越来越强烈。这期间，他多次向省红

十字会和安徽医科大学申请，表达无偿捐

献遗体的意愿。好不容易把申请事项谈妥

后，却遭到亲友的一致反对。

当年大年初四，是何琼英72岁生日。

那天，看到众多子女和亲友都来祝贺，何琼

英第一次正式说出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希

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以前家中大小

事情都是他做主，唯一无法理解的是，他要

捐献自己的遗体，让人一时很难接受。”长

子何留生说，那天在场的亲友都不赞成。

从那以后，何琼英总是把遗体捐献挂在

嘴边。直到2012年1月离世，他先后立下5

次遗嘱，表明自己死后捐献遗体的坚定立场。

亲友受感动，完成心愿

“老人还主动寻求村里的帮助，坦诚自

己捐献遗体的想法，希望村干部一起帮忙

做家人的思想工作。”北浴乡滑石村村支部

书记操中厚说。

当年，在填写捐献遗体申请表时，需要

子女的签名方能生效，不料子女们拒签。

于是，村干部和何琼英一起反复给亲友做

思想工作，不厌其烦地解释，争取周边村民

的认同。其老伴和子女们最终都受到感

动，同意在申请表上签字。

“我将来一旦逝世时，拜托家族何红云、

金凤，立即与安徽医科大学接收站取得联

系，因怕亲生子女不忍心，顾生前亲笔写此

委托书为证……”何琼英生前留下来的一封

委托书中这样写道，可见老人仍不放心。

“临终前，岳父多次嘱托我一定要按照

他的意愿办事，决不可有丝毫的动摇。”廖

道龙说。何琼英去世时，家人遵循老人的

遗愿，无偿捐献了他的眼角膜和遗体，这也

是宿松县第一例遗体捐献者。

骑行队员
在水库游泳丧生

星报讯（孟 斌 记 者 胡

昊） 5月31日，在滁州凤阳县

官沟丽山水库闸口，蚌埠市一

名骑行队员酒后下水游泳失

踪。6月1日，该骑行队员的遗

体终于被打捞上岸。

5月 31日上午，蚌埠市某

骑行队一行7人（6 男 1 女）骑自

行车来到三四十公里外的凤阳

县官沟丽山水库闸口，中午在水

库旁边的一农家乐饭店吃饭，喝

了一些啤酒，饭后在离水面几十

米外的树下乘凉聊天。

休息到下午 14时 20分左

右时，大家准备返回蚌埠。这

时，一名队员（男，40 岁左右，蚌

埠市某小学老师）提出要下水游

泳，因为他中饭时喝了约5瓶啤

酒，水库里水深莫测且较凉，不

适宜也不允许游泳，大家劝他不

要游。谁知其未听劝告，很快脱

去外衣，穿着来时就穿好的泳裤

下水，游向水库中央，大家只好

继续在树荫下休息等他。

约20分钟后，有队员发现

他在水中突然不见踪影，慌忙拨

打110报警。附近的大庙派出

所、刘府派出所以及县消防大队

接到指令后，迅速派员赶到现

场。这时，偌大水面哪还有他的

踪影。

当天下午，凤阳县政府主

要领导和当地镇党委、政府领导

都赶到现场，组织人员、调集两

条渔船进行搜救。6月1日中午

12时许，该骑行队员的遗体被

打捞上岸。民警提醒游泳爱好

者，随着天气炎热，游泳时一定

要注意安全，不要到水库、水塘、

河流等不熟悉的危险水域游泳，

以免发生意外。

老校长生前5次立遗嘱捐赠遗体

两初中生水库边游玩意外溺亡
目击者称：女孩先掉入水中，男孩跳水救人并喊“救命”

众人施救未果，事发大房郢水库南侧

“捞上来了。”打捞船在水库里搜寻近2个小时
后，最终发现溺水者的身影。在岸边苦苦等待的救
援人员聚集上前，经过检查，两人都没有了生命体
征，诊断为溺水身亡。这是发生在6月1日下午16
时许，省城大房郢水库南侧的一起悲剧。经确认，
两名溺水者是附近一所中学的初中学生，分别为
13岁和14岁。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溺水原因。

男生疑为救女生
水库里双双溺水

大房郢水库南侧，隔着一道堤坝，当日下

午，风大浪急，不少市民在堤坝上散步游玩。

堤坝以下就是陡直的斜坡，为防止游

人误入，特别设立了护栏。刘女士一家人

当时在堤坝上步行，经过此处时，目睹了悲

剧过程：“女孩先是掉到水里，不停地挣扎，

旁边一名男生衣服没脱就跳下水，但很快

就感觉不对劲。”

原来，两人并不是在游泳，男生在下水

十几秒钟后，就发出“救命”的呼救声，同样

在挣扎。卷起的水浪将两人很快裹挟进

去，离岸边越来越远。

众人手拉手相救
还是“差了一点”

“有人掉到水里了！”刘女士大叫，引来

了经过的其他几名路人。“大概加起来有六

七个人，都纷纷往岸边跑”。

参与施救的朱先生说，堤坝比较陡，大

家陆续冲下来时，还能看到两名溺水者在

拼命往岸边靠近，但很快又滑远了。

跃过护栏，几名身强体壮的市民站在

岸边，才发现手上没有任何用于施救的绳

索等物品，更要命的是，大家都不会游泳。

“大概离溺水者就六七米远，总不能眼

睁睁地看着没辙吧，一商量，大家就手拉手

慢慢接近。”一条靠手拉手组成人链救人在

岸边展开，人链最前头是一名中年男子，其

踩着湿滑的苔藓，渐渐接近。

为了拽住溺水者，这名男子不得不缓缓进

入深水区。由于苔藓太滑，相继有两人不慎

跌倒，甚至有人滑入水中，所幸被及时拉起。

危险情况已不容采取这种“手拉手连

成串”的营救方式。大家分头去找绳索和

树枝，刘女士甚至还解下遛狗的绳索，系

在树棍上，往水库里撂，可溺水者相距岸

边太远，根本无济于事。恰好附近水域有

位老者在游泳，听到呼救声后，急忙调转

方向往该水域游来。

“还是晚了，这名会游泳的老人赶来

时，溺水者已被水吞没，沉底了。”刘女士

急得直哭，老人又在水下搜了一遍，但没

有成功。

接到报警求助后，辖区消防、公安和

120闻讯赶到，立即组织水库打捞船，开始

搜寻打捞。两艘打捞船不停在水库撒下滚

钩，但水浪较急，多番努力都没有结果。

直至夜里18时许，距离溺水近2个小

时后，两名溺水者陆续被打捞上岸，经120

医生检查，都已没有生命体征，宣告死亡。

侯伟 星级记者 张敏

死者均为初中学生
一个月前就曾有人溺亡

距离溺水2小时后
遇难者遗体被打捞上岸

事发的大房郢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