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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火车站东南出口外第三棵树下

浦东“最美指路爷叔”为万人指路

3月 4日 7点 25分，家住

浦东新区三林路1300弄的张富

宏跨上自行车，动身“上班”。

在南码头路轮渡站摆渡，

过了黄浦江， 9点10分，老张

抵达了自己的工作地点——上

海火车站东南出口外的第三棵

树下。接下去的两个多小时

里，他就守在这个地点，为有

需要的人义务指路。

11点20分，老张结束了当

天的“工作”。简单吃口饭，稍

作休息后，他开始沿着同一条

线路往回赶。下午还有一个任

务等着他：去接上小学的外孙

女。

随着媒体的报道，网友赠

与张富宏“最美指路爷叔”的

称号。

1996 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小品《路

口》中魏积安饰演的老汉，在路口摆了个

茶摊，免费指路。

那一年，上海取消公交月票制度，来

到上海第六个年头的张富宏开始骑着自

行车兜上海，熟悉各条大街小巷。

那时的老张应该不会想到，熟悉上海

的各条道路，会让自己在退休之后得以发

挥一个党员的“余热”，成为上海火车站广

场的一名义务指路老汉。

每周一三五，只要不下雨或是遇上恶

劣天气，上海火车站东南出口第三棵树下

就会出现“张老汉”的身影。夏天，一件T

恤、一顶雷锋帽、4瓶凉白开；冬天，一件大

衣、一顶毛线帽、两杯温水。

每天“上岗”两个小时左右，忙的时

候，要给上百人指路。就是这样，不到两

年的时间，老张已经给上万人义务指路。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说过：上海的城

市精神，需要每一位市民在日常工作生活

中，通过点点滴滴的行动积累和不懈努力

来体现。

“上海最美指路爷叔”的称号送给老张，

非常贴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全国来沪

人员面前，他为上海人争了光；在上海人面

前，他也为全国来沪人员争了光。

勿以善小而不为。指路爷叔之所以

被网友冠以“最美”，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善

举，但最美的，往往是一次次看似不起眼

的善举。

记者手记

最美的是一次次“小善”

上：张富宏为旅客之路。
□通讯员 王亚东/摄

左：张富宏准备的路条。
□腾讯图片

右：张富宏为熟悉道路，已
记录了10多本笔记。

□腾讯图片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王亚东

第三棵树下的指路老人
已经退休了的老张，从2013年 6月

16日开始，义务到上海火车站为人指路。
每周一、三、五，若天气合适，火车站东南
出口外的第三棵树下，就会出现那么一个
指路老人。

“今天出发得稍微晚了一点，所以结

束得也稍微晚一些。元宵节前后，正赶上

‘返工潮’，来问路的人特别多。”4日中午，

结束了当天的义务指路“工作”后，张富宏

对记者说道。

已经退休了的老张，从 2013年 6月 16
日开始，义务到上海火车站为过往行人指

路。“那时候，外孙女开始上小学了，自己

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就想着做些自己想

做的事情。”

老张和老伴居住在浦东三林路 1300
弄。去上海火车站义务指路，一个往返要

骑行差不多35公里。相比之下，上海火车

南站要近得多。

不过，老张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

上海站的外来旅客要多一些，而且来打工

的人多，需要我的人会多一些。”

即使是坐公交车，35公里的路程也不

算近。而老张选择的交通方式是骑车，在

他看来，这种方式兼顾了健身。过完年已

经67岁的他，虽然两条腿都有静脉曲张的

问题，但骑车的速度依然不慢。

当然，一开始，老张就仔细研究了路

线。他选择的方式很直接：在地图上用直尺

定位上海火车站和自己的家，然后在这条直

线上寻找可以骑车的、最短的路线。穿越黄

浦江，他选择的是南码头路轮渡站。

“沿着这条线路，基本上单趟花费的

时间在105分钟到120分钟之间，主要是因

为轮渡的关系，12分钟一班，错过了就要

等。”老张把时间算的很清楚。

老张的不少选择让记者感到好奇。

例如，为什么“工作”地点是东南出口外的

第三棵树下？为什么是每周的一、三、五？

事实上，选择上海站东南出口外第三

棵树下作为自己的“据点”，老张经过了仔

细的观察和分析，关键的一点，是东南出

口的人流相对比较密集。而第三棵树，不

像前两棵树下会经常坐满人，而且距离出

口不过 30米，又在人流的途经路上，同时

方便出站旅客和过路人。

“上岗”时间方面，老张解释道：“每天

都去，身体吃不消，而且家里总也有些事

要处理，所以想到隔日去。周末，女儿女

婿会带着外孙女过来，选择二四，时间少

了点，相比之下一三五更加合适。”

于是，每周一、三、五，只要天气合适，

老张总会在差不多的时间出现在上海火车

站。附近的环卫工人，已经习惯了有这么

一个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的“指路老头”。

上海的道路全存在脑海中
义务指路，也要有基础。并非上海本

地人的老张，兜遍了内环内所有马路，记
住了城区地图上的2603条道路，完全称得
上是一张“活地图”。

去上海火车站义务指路，并非张富宏

一时的心血来潮。

2013年初的某一天，老张到上海火车

站去接朋友。等人的时候，他注意到有几

个外地来沪的打工者，向周围的人询问一

个偏僻的地方怎么走，结果问了好几个人

都不知道。

正当这几个人不知所措时，老张上前

帮他们指明了道路。而那次的经历，让老

张意识到，自己正好可以在这个领域“发

挥余热”。

老张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

老家在江苏盐城，1991年调到盐城市人民

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工作，于是来到上海。

初到上海时，老张对上海错综复杂的

道路也是十分头疼。一次出门办事，老张

不认识路，问了几个人后，还是没摸清楚，

走了几个弄堂，竟然又回到了原地。

自那次经历之后，老张开始钻研起上

海的道路交通。起先，他是坐着公交车熟

悉各条道路。1996年取消公交车月票后，

他便开始骑着自行车兜马路。

一张地图、一辆自行车，老张在上海

走了 1200条马路。“内环内几乎所有的大

小马路，我都骑过好几遍了。”说起这一

点，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自豪的神情。

老张“上班”随身背的一个双肩包中

装着不少指路用的工具，这其中，他最看

重的是一张 2012年版的上海地图。在上

海站义务指路后，他特意买了一张1.8米的

大地图，平时就挂在树上。。

这绝对是一张独一无二的地图——地

图上几乎每一条道路，都被老张用红色或

黑色的笔打了勾；地图的正反面，都贴了一

层薄薄的透明胶，防止被水弄湿或被翻烂。

一遍遍地对着地图背后的道路索引

抄写，再用笔把每个路名在地图上一一对

应勾出，老张用这种方式，不断加深对各

条路的印象。老张家里，抄写路名的本子

已经积累了十多本。

经过几年摸索，老张几乎把整个上海

的道路都储存在了自己的脑子里。如今，

他掌握了上海外环城区地图上 2603条道

路，只需要短短几秒，就可以很快地说出

任何一条道路的准确位置”。

这个特长，成为老张义务指路的坚实

基础。而在2012年版的地图上，老张甚至

找到了 39处错误。他把这些情况报给了

上海市测绘院，后者也认可了老张的举

证，表示将在新版地图上予以更正。

如今，本着对上海城区地图的热爱，

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的梦想，即在一分钟内随机在地图上指认

出所居住城市道路条数的纪录。

两条红绶带的故事
鲜艳的红绶带上，是老张十分喜爱的

称谓——“上海指路爷叔”。不到两年，他
已经为上万人义务指路，网友在“指路爷
叔”前，加上了“最美”两个字。

张富宏的双肩包里，除了那张独特的

地图，还有另一种特殊的指路工具，那就

是红绶带。红绶带有两条，分别有一段故

事。

略旧的一条红绶带，上书“志愿指路

者”五个字，是老张刚开始义务指路时，花

了35块钱做的。“我刚去义务指路的时候，

没有任何标志，站在那里，跟普通旅客差

不多，没人知道我是义务指路的。”

找人做了这条红绶带后，老张刚开始

还有点不好意思戴。用他的说法，戴这种

鲜艳的红绶带，“一般都是年轻漂亮的小

姑娘，我这么个老头子，有点奇怪。”不过

他很快就习惯了。

第二条红绶带比较新，前后有两行

字，分别是“上海指路爷叔”和“党员志愿

者”。前一个称呼，是他的事迹在网上传

开后，得到的一个美誉。后一个称呼，则

是他自己加上去的。

“有一天，我坐渡轮过江的时候，听到

旁边一个人在抱怨当今的党员如何如何

不好，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心里很不舒服，

于是专门做了这个红绶带。”如今，老张在

“上岗”的时候，总是戴着这个新绶带。

为了干好指路这份工作，老张一直在

琢磨。路线小纸条，是他想出来的一个办

法。这些小纸条分成三大类，分别是到上

海各大医院、各大景点，以及前往郊区的

路线。遇上有需要的问路人，老张就会抽

出相应的那一张，送给对方。

所有的小纸条，都是老张事先写好，

然后复印的。据他介绍，他制作了近千份

这样的小纸条。有时，遇上冷门的目的

地，他也会现场为问路者写下线路。

今年春节前夕的某一天，老张在自己

的“据点”附近发现，一个50岁左右外来妇

女，拉着大包小包，在询问附近的如家酒

店。一名黑车司机开出了 100 块钱的价

格，说可以帮忙拉过去。

那名妇女显然被吓到了，转身就走。

这时，老张迎了上去，给她写了一张条子，

上面是详细的路线。其实，最近的如家，

距离也就几百米。

“那个女的拿到纸条后，跟我说了一

句：‘要是所有人都像你就好了。’那个时

候，就觉得自己的付出值了。”老张说道。

不到两年的时间，老张已经为上万人

义务指路。在老张十分喜爱的称谓“上海

指路爷叔”当中，众多网友加上了“最美”

两个字。

如今，智能手机的普及，让越来越多

的人依靠电子地图来找路。不过，老张

坚持认为，他还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余

热”。“至少做到 70 岁吧，之后再看身体

情况来定。”这是老张给自己设的一个目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