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
一直以来，在大家印象中，偷

玉米是小偷小摸的事，那么多次、

大量偷玉米呢？

主持人：
地里的玉米被偷了？

叶：
是的。辛苦一季的劳动果实

眼看就要收获，没想到被人“捷足

先登”了，偷的手法还特恶心。

主持人：
怎么说？

叶：
熟的偷走，没熟的玉米壳也被

剥了一半。

主持人：
怎么剥的？

叶：
就像我们去买玉米要先剥出

来看看玉米好不好。估计他们偷

玉米时也是这样在地里挑的，所以

成片留下来的玉米也都被剥过壳。

主持人：
被偷的玉米多吗？

叶：
除了一些没成熟的，都被偷

了。辛苦了大半年，又是喷药又是

锄草，自己还没来得及享受丰收的

喜悦，成果竟被偷走。虽然不值钱

但是非常恼火，因为去年也全被

偷，今年又如此。

主持人：
去年也全部被偷？

叶：
是的。除了玉米，桃子也被

偷。我们周边很多工厂，人员比

较复杂，不知道是偷去吃还是偷

去卖。

主持人：
如果数量多，请直接报警。

辛苦一季的劳动成果被“捷足先登”
熟的偷走没熟的剥了壳

奔跑的蜗牛：
大家都知道，老年人看病就医

有三大难：站不住、挤不动、等不

及。现在又增加了一大难：不会

用。

主持人：
不会用什么？

奔跑的蜗牛：
现在大部分医院不管是挂号、

缴费、取药还是拿报告单，设备越

来越智能化，对年轻人来说肯定便

利，但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却增加

了难度。不会网上挂号，不会使用

自助机，让不少独自就医的老人手

足无措。

主持人：
对于年轻人来说，熟悉运用数

字技术不难，但是对于老年群体来

说，确实没那么容易。

奔跑的蜗牛：
随着老龄化加剧，空巢家庭增

多，很多老年人都是独自就医。因

为束手无策，看病成了老年人最担

心的事情。

主持人：
子女不在身边，老人要去医院

看病确实很不方便。

奔跑的蜗牛：
近年来，各地不断出现关于

“陪诊”的报道，从取送病历、打印

报告单到陪别人看病、跨城市代

问诊，这些都是陪诊员的日常工

作。职业陪诊员的出现顺应了市

场需求，客观上的确帮助了患者更

好地就医，但是医院适老服务也需

跟上。

主持人：
你有什么想法？

奔跑的蜗牛：
医疗卫生机构应了解老年人

所需，在使用智能技术的同时，还

需保留传统的服务方式，如人工打

印检验检查报告单等。

主持人：
现在医院也有很多志愿者在

为病人服务。

奔跑的蜗牛：
虽然有志愿者在，但有些如打

印报告单、取号还是会让一些老人

感到无助的。我认为，在挂号、化

验、缴费、取药等环节的服务，可借

鉴韩国首尔的经验。

主持人：
他们是怎么做的？

奔跑的蜗牛：
推出“安心就医”服务。市民

就医前可通过电话申请，在办理挂

号、缴费、住院和出院等手续时享

受专业陪同服务。提供服务的人

员需经专业机构的筛选和审核。

只有搭准老年人的需求脉搏，才能

帮助他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获

得更好的人生体验。

医院设备越来越智能化
对于一些老人来说却增加了难度

Q说说大小事
聊聊烦心事
侃侃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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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子
白吃白喝
白住我们家
快半年

江南烟雨：
我有件烦心事想跟你倾诉下。

主持人：
怎么了？

江南烟雨：
我和老公在永康工作，租了一

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主持人：
租的房子有问题？

江南烟雨：
不是。后来，老公的妹妹也来

这边工作，说暂时跟我们一起住，她

住次卧。既然说是暂时的，我们也

就不好意思让她一起付房租。

主持人：
和你们住多久了？

江南烟雨：
今年1月份过来的，已经快半年

了。

主持人：
相处得怎么样？

江南烟雨：
自从搬过来，老公就把台式电

脑放妹妹房间，笔记本我们用。

主持人：
老公妹妹需要用电脑？

江南烟雨：
平时他妹用电脑最多，每天下

班到家 6 点左右，就开电脑玩网游，

一直到 12 点，周末有时候玩一整

天。而我是个节约的人，平时最多

玩下手机，其他能不浪费的地方一

律不浪费，洗衣机、热水器等基本不

舍得用。

主持人：
电费都是你们付吗？

江南烟雨：
是的。平时她也从不帮忙做家

务，最多淘个米。柴米油盐的钱也

不掏的。过几天又要交房租了，我

问老公，要不让他妹也交点钱吧，不

用很多，至少生活费得出点吧，这样

白吃白喝我们的，我真的承担不起。

结果老公态度很坚决，不让她出。

主持人：
一家人之间没有必要分得太清

楚。但可以跟她说，该节俭的地方

不要浪费，也可以让她买买菜。

江南烟雨：
哎，我真的超伤心。平时家里

的事都我操心，他们从来不参与。

我还得每天考虑柴米油盐，怎么过

日子，他们怎么就这么不懂得付出，

这么不为这个小家考虑呢。我真的

很郁闷，当初真的不应该住一起。

西楼：
不知不觉又到了高考季。6月

1 日“Q 来 Q 去”版刊出了《虽说高

考是一个人的战斗,但考生身后有

一群人在辛勤付出》一文，报道了

每年高考不仅家长要为考生疏导

压力、树立信心，各相关部门也全

力保障、服务好高考，为学子们营

造安全、安静、温馨的考试环境。

主持人：
是的，又一批学子奔赴考场。

为确保考生在考试期间有一个静

谧、舒适的学习、休息和应考环境，

我市陆续发布禁令，严格控制各类

环境噪声污染。

西楼：
前几天，我们小区群里发布了

温 馨 提 示 ：高 考 7-10 日 ，中 考

22-23 日，在家或在公共区域娱乐

时要降低音量，将家中的电视、音

响等发出声响的电器音量调低，减

少夜间打麻将、照看好家中的爱

犬，避免干扰考生。

主持人：
家长全力支持子女，提供后勤

保障；社会各界也在为高考提供各

种服务，确保考生能够安心应考。

西楼：
多方面的努力和支持，体现了

社会对高考的高度重视，每个人都

在为服务考生、保障高考尽责出

力。广场舞音乐分贝超标、装修施

工声音持续不断⋯⋯花样百出的

噪声成了“扰民曲”，这些天都要

“礼让”中高考。

主持人：
近年来，我市致力于开展“噪

声污染专项执法行动”，随着中高

考来临，对噪声污染更是零容忍。

西楼：
噪声防治人人有责，希望广大

市民都能主动“降噪”，共同为考生

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助力考生打

好最后的“冲刺战”。

主持人：
祝今年参加中高考的学子们

取得好成绩，祝愿每一位考生用奋

斗之笔书写精彩的青春。

西楼：
作为人生的一场大考，坚毅、

拼搏、奋进，是中高考留给我们的

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经历过中

高考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段珍贵的

人生经历。中高考赋予我们的精

神财富，给予我们不断前行的勇气

和力量，让我们受益一生。亲爱的

考生们，加油。

又到一年中高考时
请为学子们按下静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