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有礼 益满丽州

烧伤女孩昨烧伤女孩昨转院转院康复治疗康复治疗
兄妹俩盼着早日回永致谢好心人

还记得那个全身三级烧伤，被紧

急送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抢救的在永务工少女小玲（化名）

吗？（详见本报4月7日5版报道）

6月17日，小玲转到了浙江省医

疗健康集团衢州医院继续进行康复

治疗。对于一直关心着小玲病情的

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则振奋人心的好

消息。

60天经历13次植皮手术
日前，记者专程去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看望了小玲。在烧

伤与创面修复科普通病房内，记者第

一次见到小玲。她全身缠着纱布，只

露出脸。得知记者专门从永康来看

望她，她眼中泛起了泪水。

烧伤与创面修复科的重症监护

室和普通病房在同一层楼，只有一墙

之隔。60 天里，小玲经历了大大小

小的 13 次植皮手术，熬过细菌感染，

才穿过这堵墙，转到了普通病房。

“轻一点，拔的时候轻一点。”记

者来到普通病房时，恰好遇到护士来

为小玲拔掉身上清理污血的吸管。

烧伤创面尚未完全长好，拉扯的疼痛

让小玲总会忍不住哭泣，偶尔也会闹

点小脾气。不过，小玲还是会积极地

面对治疗。“这么多人对我伸出了援

手，我没有理由放弃。”小玲说，她开

始因巨额医药费想放弃治疗，没想到

这么多好心人伸出援手，让她有了生

的希望，求生念头越发强烈。

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枯燥又漫

长，家属每日探望的时间只有半小

时。这半小时，是小玲的哥哥阿强和

小玲每天最期待的时刻。“重症监护

室很安静，只有仪器的声音，但我知

道大家都很期待我好起来。”小玲说。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 60 天，听着

很漫长，却是出乎医生们的预料。“小

玲的恢复状况在同等情况的烧伤病

人中算不错的。”小玲治疗组的主治

医生、浙大二院烧伤与创面修复科常

务副主任陈国贤告诉记者，目前小玲

的大部分创面植皮已愈合，气管切开

已闭合，“感染的风险很小，基本上度

过了创面感染期，创面大部分愈合

了，所以准予转到普通病房。”

康复很痛 过程很长
得知小玲转到了普通病房，小玲

的爸爸和婶婶从四川老家带着奶奶

包的粽子来到杭州，与兄妹俩一起过

端午节。因为脸部伤疤牵扯，面部紧

绷，小玲的嘴巴张不大，吃东西很小

口，粽子吃得并不多。

目前，小玲每天要做的事情还很

多，比如康复训练等，这些都需要长

年累月坚持去做。转到普通病房的

第二天，小玲在医生、康复师和阿强

的帮助下，通过直立床实现伤后第一

次“直立”。除此之外，每一天，她还

要在康复师的指导下试着抬起胳膊、

绷直手掌，锻炼烧伤后紧绷的皮肤，

从而尽快恢复肢体的功能。身体的

触碰或者弯曲，都会带来巨大疼痛，

但是康复训练必不可少。“通过训练，

恢复肢体功能对于烧伤患者来说也

很重要。”陈国贤表示，打败了细菌，

小玲还要与瘢痕对抗，否则身体机能

会退化。

“我把护理的注意事项都记在本

子上，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重症监护

室的门外守着，什么也干不了，现在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阿强说。

一定要回永康看看
小玲的康复之路很漫长，阿强选

择在一旁陪伴。“我去工作的话就得

请护工，我的工资可能还承担不了护

工的费用，而且自己照顾更贴心。”他

说，“家里没人可以过来陪护妹妹，爷

爷早些年中风过，奶奶年事已高，父

亲身体不好，父母已经离异。”听阿强

说起自己的家庭情况，记者才意识

到，这位 1998 年出生的小伙承担了

一整个不幸家庭的重担，也明白了

“当初小玲考上大专院校放弃学业来

永打工”的原因。

60 多天里，阿强没有住过一天

旅店，每天晚上都蜷曲在医院走廊或

者家属休息区。小玲转入普通病房

后，他的生活才方便了一点。为了节

省开支，阿强在医院食堂吃饭，小玲

则吃病区提供的营养餐。有时候，小

玲没胃口，阿强便为她点一份外卖，

自己吃妹妹的营养餐。当问及困难

时，阿强连连摆手说：“最大的困难就

是医疗费。这么多好心人帮我们解

决了，生活上的困难我们自己想办

法。”

面对接下来的康复之路，兄妹俩

都有了心理准备，他们希望在条件允

许的时候，早日回永康看看。“为了照

顾妹妹，我之前的工作已经辞掉了，

但我很感谢之前的老板。”阿强说，妹

妹出事的那一个月，他只工作了 20

来天，老板直接给他结了一个月的工

资，并在自己工厂经济效益不是很好

的情况下，又转了一笔钱给他。之

后，很多永康的好心人都向兄妹俩献

了爱心，所以他很想再回来感谢这些

人。

“我一定会回去的，因为在永康

还有牵挂。我的老板娘、同事、朋友，

他们都还在永康，我一定要回去。”小

玲说。

临走时，记者和兄妹俩约定，等

他们回永康时在永康相聚，虽然大家

都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但我们坚

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走出病房时，这位深受苦难的姑

娘 还 对 记 者 连 说 了 两 句“ 注 意 安

全”。在这里，记者也祝小玲接下来

的道路“一路平安”。

融媒记者 吕笑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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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迷路

警民助其回家
本报讯（融媒记者 施俊涛）“警

察同志，这里有一名老人迷路，忘记家

在哪里了。”近日，市公安局花街派出所

接到热心群众屈先生报警，称有一名老

人在花街镇小界岭村黄园自然村路口

迷路。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带队赶赴现

场。此时，老人正坐在好心人的摊位

上，边上还放了一只装有塑料瓶的编织

袋。摊主屈先生告诉民警，半小时前，

他看到这名老人一直在附近徘徊，神情

紧张。他上前询问后得知老人忘记了

回家的路。于是，他主动陪老人在附近

找了一会儿，但是没找到其家庭住址，

便报警求助。

“老人家，你家在哪里还记得吗？

有没有家人的电话号码？”民警上前询

问老人。但老人只记得自己姓张，今年

76 岁，老家是安徽阜阳的，早上出来捡

瓶子迷路了。民警从老人口袋中发现

了一部手机，然而该手机通讯录中也没

有找到其家人的电话号码。

民警尝试利用老人的手机号码在

流动人口数据库中进行对比分析，很快

便查到了老人的身份信息以及房屋租

赁地址为花街镇小界岭村寺前自然村。

随后，民警让老人坐上警车，护送

其回家。

医生叮嘱护理事项

本报讯（融媒记者 池欣桦） 6 月

12 日，浙江交通集团石城山隧道管理

所的监控员在例行视频巡查时，发现金

丽温高速石城山隧道口（金华方向）一

辆轿车停靠在应急车道上。工作人员

程坚迅速前往救援。

“车子怎么了？”程坚赶到现场时，

只见驾驶员周女士一边焦急地打着电

话，一边搬弄着工具，打算自己给轮胎

充气。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她搬弄工

具时显得手足无措。

此时，飞驰的车辆从旁边呼啸而

过，周女士也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情

况十分危险。

程坚立即在车辆后方设置好安全

预警牌，并安抚了惊魂未定的周女士，

帮助她给轮胎充气。从车辆停靠到安

全驶离，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轿车突发状况

工作人员
火速救援

本报讯（融媒记者 吕晓婷） 6

月 14 日，西溪镇“石榴红”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们走进镇康养中心，举办

了以父亲节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当天上午，志愿者们准备了丰富

多彩的文艺节目。老人们纷纷加入

表演队伍。整个康养中心弥漫着节

日的欢乐氛围。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身着“红马

甲”，各种孝亲敬老互动环节同步进

行。志愿者们为老人们理发、按摩、

修剪指甲，并准备精美的点心。老人

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小伙子，你帮我剪的头发真好

看。”朱阿婆满意地说。

志愿者赵春是一名外来媳妇。

自2022年西溪镇组建“石榴红”志愿

服务队后，热心公益的她便积极参与

镇里组织的各类志愿活动。她还鼓

励身边的各民族同胞加入志愿服务

队，共同搭建起民族团结的情感桥

梁。她说：“我是苗族的。我们志愿

服务队里大部分都是各民族的同胞，

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都在用行动

传递温暖。”

近年来，西溪镇积极整合资源，

打造了“丽州·石榴红”民族文化品

牌。他们以辖区各民族热心公益的

志愿者为骨干，精心组建了一支“石

榴红”志愿服务队伍。据统计，自

2022 年成立以来，西溪镇“石榴红”

志愿服务队围绕助老等方面内容，每

月至少开展一次送服务进社区、进养

老院活动，每年为超过 1 万人次的群

体提供免费服务，累计开展各类公益

活动30余场次。

“石榴红”进敬老院受夸奖
“小伙子，你帮我剪的头发真好看”

本地东魁
杨梅上市

日 前 ，本 地 的 东 魁 杨 梅 上 市 。

在 江 南 街 道 历 阳 村 朱 岭 脚 自 然 村

的一家果园内，一颗颗饱满的东魁

杨 梅 挂 满 枝 头 。 前 来 采 摘 的 游 客

不一会工夫就摘满了一大篮。

通讯员 施俊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