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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超 实
习生葛南南）退役篮球运动
员黄成义，姚明昔日队友，因
腰伤在京治疗 3 年，经济日
渐拮据。昨天，黄成义的母
亲说，希望儿子能被一个康
复中心接纳，把病治好。“盼
他能自己养活自己。”

3 月 13 日，网上一则《姚
明昔日队友落魄瘫痪 体制
内难圆篮球梦》的头条新闻，
引发社会对黄成义的关注。

母子在京曾住窝棚

黄成义曾与姚明同在一
个篮球训练营，2003 年因伤
致瘫。2009 年来京寻求康
复治疗。如今，他与母亲租

住在北京平谷区的一间小屋
内，拄着双拐已经可以挪动。

他曾进入北京京师篮球
队，参加全国甲B篮球联赛，
并在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就
读。2003 年，黄成义在一次
业余篮球赛中，腰部严重
受伤。

不幸的是，他接受的腰
椎管开窗减压加椎间盘摘除
手术没有成功，自此丧失行
走能力。2009 年，母亲变卖
家产推儿子进京求医，母子
租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窝
棚里。

母子每天饭费仅10元钱

一则报道在 2009 年引

起社会重视，也带来了各方
捐款，最大一笔是 2 万元，可
暂时维持他在京康复费用。
但去年的一场大火，母子失
去居所，后辗转至平谷区，每
月房租150元。

昨天，记者在平谷找到
了这位 2.16 米高的篮球中
锋。目前，母子俩住在平谷
自行康复治疗。由于没有经
济来源，生活再陷困境。母
子二人每天吃饭花 10 元左
右。以前的捐款即将用完，
母子对未来的生活一筹莫
展。黄成义的母亲说，希望
儿子能被一个康复中心接
纳，把病治好。“别看他个大，
手可灵活了，以后能干点活
养活自己。”

姚明前队友黄成义求康复中心接纳
2003年因伤致瘫，至今仍在康复治疗，与其母现住平谷一间10平方米小屋

两驴友爬野山 坠崖一死一伤
事发房山区周口店青银沟，救援人员在百米陡崖半山腰将伤者救出

本报讯 （记者安颖 通
讯员赵顺启 朱公允）3 月 13
日，两名驴友爬周口店凤凰
山（未开发野山），双双坠下
百米高山崖。昨日凌晨，房
山公安、消防、驻区官兵和蓝
天救援队 20 余人历时 10 小
时，在周口店青银沟解救下
1 名伤者，另一驴友在找到
时已罹难。

6路救援队同时搜山

3 月 14 日 14 时许，房山
警方接到登山者家属报警，
51 岁的赵某到周口店凤凰
山一带爬山，30 多个小时未
归，手机无法接通。赵某喜
爱户外活动，家人登录了他
经常浏览的网站，发现他 3

月 13 日一早与一名网友相
约到周口店地区爬山。

房山警方迅速调派民
警、消防官兵 20 余人进山搜
救，与此同时，报警人也向北
京市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求
援，救援队十余名志愿者迅
速向房山汇集。

救援人员介绍，周口店
附近多为未开发的野山，一
旦登山者被困，很可能没有
手机信号，无法与外界联系
求救，救援队难以确定被困
者的具体位置。救援队决定
分头行动，从 6 个方向同时
进山搜救，同时向附近人家
了解是否有登山者留宿。

搜救队还向当地向导求
助，找到一条最近的进山路，
在房山警方与附近驻区部队

的协调下，搜救人员直接从
部队营区穿过进山救援，缩
短了搜救路程和时间。

百米陡崖旁发现俩驴友

山中灌木林立，视线不
畅，队员们边走边呼喊着赵
某的名字。

“我在这儿呢，在这儿
呢。”在青银沟一带，寻找了1
个多小时的救援人员突然听
到求救声，尽管声音非常微弱，
但在空寂的山中仍可辨析。

朝着呼救声，救援队寻
到一处高约百米的垂直山
崖，晚 6 时许，确定了求救者
的位置。求救者称，自己在
半山腰，身体受伤，一起登山
的赵某坠到崖下。

救援队放下旋梯和绳
索，救援人员顺崖而下，将被
困的伤者固定在救援设备
上，一点点拉至崖上；救援人
员再次下到崖底，找到了卧
于崖底的赵某，将他拉了上
来，经检查，他已无生命体
征。14 日 22 时，救援人员抬
着伤者下山；次日零时许，伤
者被护送至山脚下，被急救
车送往医院。

经调查，两位驴友均为
房山区人，网上相约爬山，伤
者王某41岁，死者赵某51岁。

“13 日下午 6 点多出的
事，要是今天再没人来，我就
坚持不了了。”王某因受冻、
饥饿及受伤，言语非常微弱，
无法完全表述坠崖过程。警
方正调查二人坠崖原因。

●1978 年 出生在
山东菏泽的农村。

●1992 年 上初二
的他身高已达 1.98 米，被
省、市的专业柔道队和篮
球队同时相中。

●1997 年 注册为
北京京师篮球俱乐部队
员，参加甲B联赛。

●2001 年 从北京
体育师范学院本科毕业，
试训暂时无果，他回山东
随一支业余球队训练，以
保持状态。

●2003 年 在一次
业余篮球赛上腰部严重
受伤，做了腰椎管开窗减
压加椎间盘摘除手术。
不料手术失败，自此丧失
行走能力。

● 2009 年 3 月 末
他和母亲决定来北京。

●2009 年 4 月 经
媒体报道后,黄成义母子
得到了一些小额捐款和
食品。

●2009年 4月 29日
下午 中国红基会、奥运
之星保障基金向黄成义
发放 2 万元救助款，用于
他的康复治疗及生活。

●2011 年 5 月 与
其母亲搬到平谷居住。

■ 黄成义简历

快 10 年了，黄成义母子
始终为治疗他的腰伤苦撑着。

从难以站立，到每天能
走五六个小时，撑起这个家
的，不是这个2米16的巨人，
而是他70岁的母亲盛素英。

在京康复 祸不单行

昨晚入夜，平谷下起了
小雨，院子里，盛素英正把儿
子的轮椅往屋里搬。“儿子还
得用它锻炼呢。”70 岁的老
人一口山东方言。

母子俩这个家，只是间
约 10 平方米的小屋子，左右
各放一张床，中间仅能容一人
通过的过道，是吃饭的地方。

去年，黄成义开始试着
站立，现在已能不依靠母亲
搀扶，独自行走几步。从一
张床移动到另一张床上，他

需要手把着床上的铁栏杆，
吃力地撑着庞大的身躯。

“刚来北京时他只能爬
着走，现在好多了。”盛素英
为儿子的点滴进步欣喜。

回想三年前，盛素英变卖
老家的家产，推着儿子来北京
看病。“住在北京南站的工房。”
黄成义说，去年，祸不单行，工
房着了把火，他们没了家。

在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同
学李满强的帮助下，黄成义
来到平谷。

母亲滚压木条为儿按摩

至今，黄成义一直穿着
三年前买的白色旅游鞋，鞋
帮和鞋头都已经磨出黑色。

“我脚大，不好买鞋。”他不好
意思，把双脚向床下蹭了
蹭。为了练习走路，他很爱

惜这双鞋。下雪、下雨时，屋
子里漏水，他唯一护着的就
是这双鞋。

盛素英每天都陪着儿子
做腿部、腰部肌肉的练习。
轮椅是他走路的辅助工具。
他告诉记者，现在一天能走
五六个小时，都由年迈的母
亲搀扶着。从开始尝试站
立，到现在能拄拐慢走，这一
年，母亲苍白的头发更多了，
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为了不让黄成义腿部和
腰部的肌肉萎缩，盛素英每
天都要给儿子做按摩，用手
按不动，就用木条滚压。三
餐都是老人料理。“现在就买
点白菜、萝卜煮着吃，就点大
饼。”从这个屋里的炊具就能
看出，炒菜对于这母子俩是
一种奢望。“就剩一两千了，
不敢买东西了。”

■ 现场

煮白菜就大饼 吃炒菜成奢望

黄成义和母亲盛素英在平谷区的小屋前。

“我非常憋屈，这么大个男人，
却要在母亲的照顾下生活，自己却
无能为力。”——黄成义仰在床边叹息许久

3月14日深夜，爬野山坠崖伤者王某被救援队抬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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