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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真相   传递美好未来

近日，一位郑州小老板的悲情故事迅速上了
网络热搜。

古新格4年前与妻子离婚。之后他将分得的
60万元的一半给念大学的女儿，自己带了30
万重新创业。

他开了一家餐馆，取名“聚朋缘”，门面租
金每月20600元。另租了两室一厅给厨师夫
妻和服务员居住。

他发布的第一个抖音视频是餐馆的内景图
片。这时的古新格踌躇滿志，微信账号上的
个性签名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然而开张不久，就遭遇修路，恰恰堵了他小
饭店的门。2020年过年后，武汉疫情蔓延到
郑州，全市强制关闭门店，“聚朋缘”也被
迫关闭。

古新格为人仗义，疫情期间，他在店外摆了
五张桌子，放着砂锅配菜，免费让大家拿，
允许每人拿一袋。

疫情缓解后，生意一度好起来，但又出现几
波反复，政府通令禁止堂食。古新格只能靠
送外卖勉强维系生计。他不得不让自己的老
父亲来顶上服务员岗位，以减少人工开支。

2021年7月20日郑州遭遇大水灾，小饭店所
在路口出现大塌方，好不容易等路修好了，
疫情又重现……

在短短两年里，反复遭受天灾人祸的冲击，
他发布的抖音短片也越来越透露出哀伤的情
绪。

他的好友说，中秋前几个朋友在古新格的店
里聚会，看到他明显瘦了，他却说“没事”。
其实这时他的积蓄已经花光，有了欠款，资
金链断了。

他在7月8日发布的视频是深夜饭店里空无
一人的场景，他声音低沉地说着旁白：“苦的
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隐忍；忙的时候没人
帮，我学会了死扛；累的时候，我学会了死
撑。”

8月10日，他发布了最后一条视频，依然是
深夜时的饭店，打出字幕“生活太累，还要
活着”。没有配乐，只有他自己一声又重又
长的叹息。

10月14日中午，他亲自给一位超市老板送
了外卖；下午5点多，他给一位老友打电话，
邀请对方来“喝一杯”，但朋友说要加班没
法去；当晚，他在微信上给几位供货人付清
了钱款，然后把自己仅剩的最后890余元全
部转账给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再把门窗用胶
带封死，烧炭自杀身亡。

也许是考虑到死后要靠转让饭店的钱来支付
欠款，他特意在用来烧炭的不锈钢盆下面垫
高了十几公分，以免破坏木地板。

他留下三封遗书：一封给门店的房东，说欠
的房租1万块左右，从饭店转让费中出；另
一封留给厨师夫妻，对他们表示感谢，欠的
1万多元工资，也在转让费中支付；第三封
写给哥哥和嫂子，自责对不起父母，并拜托
哥嫂把他的遗体带回老家安葬。

遗书中没有提起自杀的具体原因，只有对同
伴或亲友的感谢和道歉。他还叮嘱，转让饭
店的钱支付了所欠费用后，剩余的钱都留给
父母。

古新格的死令众多网友泪目，纷纷留言：“没
想到新冠没能杀死一个郑州人，预防新冠的
管控却先下手了”；“商家都活不下去了！普
通老百姓怎么活啊”。有人质疑清零的动机，
究竟为控制疫情还是借机控制人？

小老板绝望自杀
百万网友为之流泪

疫  情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新闻说，疫情已蔓延
20多个省市，叠加冬春季节因素，防控形势
严峻复杂。

越来越多的国家学会“与病毒共存”，中共
却一直坚持清零模式，一旦发现疫情，就劳
师动众地封锁、全员检测、集中隔离，民众
身心疲惫、不堪重负，疫情却依然全面蔓延。

时评人横河认为，“清零”已成为中共标榜
制度性优势的招牌，但一定会失败。“不像
早期有几个点、几个线可以去查，现在已经
封杀不了，到处都是源头，源头多到检测也
没有意义。就算每个人都检测，还有假阳性、
假阴性，每个地方漏掉一两个就可能会成为
爆发点。”

香港病毒学专家管轶近日直言，“这个病毒
已经长住下来了”，“不要动不动就全员检测
核酸”，全员检测抗体才更重要。

疫情波及20+省
清零失败？

2021年7月深夜，河南郑州一家饭店小老板古新格拍摄了饭店里空
无一人的场景，诉说在苦累时的“隐忍”与“死撑”。两个月后他
烧炭自杀身亡，令百万网友为之泪目。（视频截图）

中共坚持清零政策，采用高压严控手段，百姓身心疲惫、不堪其扰。
疫情却依然到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