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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珍妮）
今日，新京报第五届“感动社
区人物”公众投票进入最后
一天。

据统计，截至昨日，30
名候选人共获 2 万余张网络
投票，其中“全职好人”刘学
军以 7000 余票暂居网络投
票榜首，“爱心站长”孙玥和

“公益校长”燕兆时等人选票
过千。

“公益校长”微博谢关注

“大家把票投给燕京老
师燕兆时，因为他，更多‘小
天鹅’获得了展翅高飞的力
量。”近日，很多网友发微博，
号召为创办燕京小天鹅公益
小学的校长燕兆时投票。

燕校长也在第一时间
对网友的支持表示感谢，

“不论哪个奖项，我依然将
让学生去接过获奖证书,因
为我坚信每一个投票者其
最终目的不是让我或学校
获奖,而是以这种支持让这
些学生获得更多的受教育
机会，我将把每一份关注，
每一个奖项变为学生向上
的台阶。”

“做好人幸福”成流行语

据了解，在新京报“感
动社区人物”的大众投票
中，“全职好人”刘学军一直
以 7000 余票数高居榜首。
刘学军的一句“做个好人真
幸福”在微博上广为流传，

“刘学军老师的故事感动了
很多人。他义务献血、救助
贫困孩子、赡养孤寡老人，做
好事从来不留名，为救人甚
至负伤 20 多次。即便这样，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不
管别人怎么看，堪称当代的
活雷锋。”网友 Director 张凯

评价称。

居委会推“老街坊”品牌

菊儿社区“老街坊”邻里
互助合作社因为长期救助贫
困居民，成为了本届“感动社
区人物”的候选团队。

昨日，菊儿胡同西口，菊
儿社区居委会在人流集中的
南锣鼓巷拉起条幅，希望路
过的游客，能为社区的候选
人发短信投票。

“ 社 区 里 很 多 都 是 老
人，不怎么会使用网络，所
以在街头发起短信投票。”
居委会书记李媛说，获奖是
次要的，更渴望通过这次评
选，让更多的人认识“老街
坊”邻里互助合作社，也希
望更多的人，能够实实在在
为社区居民做一些身体力
行的小公益。

今日，新京报“感动社区
人物”评选公众票选进入最
后一天，市民于本日 24 时
前，可继续发送短信或点击
网络链接，为候选人投票。

感动社区
人物评选

2011

新京报第五届“感动社区人物”公众投票进入最后一天，已有2万余人次参与网络投票

居委会拉票挺“老街坊互助社”

“叫卖大王”辞世 曾想“再喊两嗓子”
臧鸿老先生因癌症去世，享年80岁；网友点“蜡烛”追忆老爷子

本报讯 （记者王卡拉）
昨日下午2时50分，“叫卖大
王”臧鸿因前列腺癌在京去
世，享年80岁。

去世前，臧鸿已经带病
在各种舞台上工作了４年，
直到去年病倒。“就算是推
着我去，也想再叫上两嗓
子。”臧鸿老爷子曾经表示。

鲜鱼口开街成绝唱

2011 年 5 月 8 日，前门
鲜鱼口开街，臧鸿的开街吆
喝声在街头洪亮响起。谁也
没想到，这一声吆喝，终成
绝唱。这个缺了几颗门牙、
总是满脸堆着笑的可爱老
头，其实已经是一个晚期癌
症患者。

“自己这么难受了，还是
坚持，他总是在认真地做着
自己的事。”大徒弟汤永青
说，师傅 5 年前就查出患有
前列腺癌了，从第一次犯
病，师傅就挂上了尿袋，但
一直不觉得自己的病情有多
严重，他的两个儿子把病情
给隐瞒了下来，连臧鸿的老
伴也被蒙在鼓中。

汤永青说，师傅的病很
痛苦，尤其是上厕所费劲，
所以师傅每次参加活动都不
敢喝水。他怕喝多了上厕
所费时间，把正事给耽误
了。不管是叫卖还是民俗
婚礼的主持，喊多了，口渴
了，师傅会接过妻子递来的
保温杯，轻轻地抿上一口
水，再接着喊。

自病倒后，臧鸿曾对徒

弟们说过，等养个一年半
载，他还要重返舞台，让叫
卖声传下去，“老北京的东
西，不能给丢了”。

“ 他 总 是 把 做 人 和 艺
术 放 在 第 一 位 。”汤 永 青
说，每次参加活动，师傅都
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到场，
就怕耽误事。到后期，师
傅感觉到自己不行时，仍
对徒弟说，希望有人能推
着他去现场，怎么也要喊
这两嗓子，让大家再看看
中国的东西。

好友学生追忆老爷子

和臧鸿经常打交道的一
些人，也不知道臧鸿患有重
病。常在活动中邀请臧鸿合
作的民俗专家高巍一直觉
得，在去年秋天以前，臧鸿
的身体都很不错。

昨 日 ，臧 鸿 去 世 的 消
息在微博上传开，熟识和
热爱他的人，纷纷在网上
留言悼念，并在微博里点
上了“蜡烛”。

徐 德 亮 在 微 博 中 称 ，
臧鸿是他的第一位相声老
师，二十多年前，正是臧鸿
启蒙他说起了相声。“前天
去看他的时候，已经不认
人了。”

臧鸿的学生潘伟发微博
说，臧鸿在病榻上还对他最
终没做这行有些惋惜。“臧
老师是我唯一的相声老师，
老师一生光明磊落，育才无
数。很多已成名演员，都受
到过老师的教诲。”

臧鸿（1932年-2012年）：出生在北京一个贫困
的旗人家里。祖上7代为棚匠，1952年他在北京铁路
局工程处做架子工，因为能说会唱，被调入了铁路文
工团，后来拜在相声前辈王长友的门下。上世纪80
年代起，臧鸿先后在《城南旧事》、《四世同堂》、《开
国大典》、《琉璃厂传奇》等130多部电影、电视剧中
扮演小贩并为叫卖配音，逐渐成为京城叫卖大王。
除了说相声、操办红白喜事，逢年过节还活跃在北京
的庙会集市上。

【生平】

“红的瓤儿高啊，黄的
瓤儿甜咧，吃到嘴里赛糖疙
瘩，月饼馅儿也不如它，这
块两个大（铜板）哎……”

臧鸿，人已逝，但一声
声带着京味儿的叫卖声，仿
佛还在耳边萦绕。

臧老爷子有点耳背，每
次一露面，总是乐呵呵地张
着大嘴，露出那口露着风的
牙。随即，他便摇起手中的

玩意儿，叫卖声就跟着响起
来了——臧鸿的笑，感染着
很多人。

“ 他 就 是 一 个 特 别 乐
观主义的人，什么事都乐
呵 呵 的 ，很 少 见 到 他 着
急。”徒孙贾文峪说，老爷
子唯一一次着急，是他发
现有人工作不认真。“他的
心 思 都 放 在 民 俗 艺 术 上
了”，不管拿不拿钱，只要

有 人 来 找 老 爷 子 参 加 活
动，他从来都不会拒绝，有
时一些不重要的小活动，
徒弟们曾建议他可以马虎
地做一下，老爷子只会回
答一句话“我不会”。在他
的名号里最响当当的便是

“叫卖大王”，这还是老舍
的夫人胡絜青提笔所封。

“ 他 是 真 正 的 一 个 杂
家。”谈起师傅，汤永青的

语气里充满了敬佩，师傅
涉猎非常广泛：相声、民俗
婚庆、花会表演主持、民间
艺人拜师……在重大民俗
活动中，几乎都能看到师
傅的身影。

民俗专家高巍认为，在
对民俗传统文化的传播中，
臧鸿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讲座和出书，都不如他这
样表演更加生动。”

“传播民俗文化，他作用非常大”

即 日 起 至 2
月 21 日零时，市
民可登录新京报
网或发送短信参
与投票。

投票规则：投
票期间，每天一个
IP 地址或一个手
机号仅可投一票，
每票最多可选 10
人，多投无效。

短信投票：移
动、联通均发送候
选 人 姓 名 至
01067106710

网络投票：新
京 报 网 http://zt.
bjnews.com.cn/
2011hdbj/

■

投
票
方
式

就算是推着我去，也想再

叫上两嗓子。

要让叫卖声传下去，老北

京的东西，不能给丢了。

居民发短信投票。昨日，菊儿社区居委会拉起条幅，为候选人拉票。 本报记者 刘珍妮 摄

■ 逝者

“叫卖大王”臧鸿。 本报资料图片 孙纯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