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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身材瘦小的赵春玉而言，给重病在
床的植物人哥哥喂饭、换药、擦身、翻身、换
尿片……这一连串的动作，如今已如行云流
水般熟练。这些动作，她每天需反复进行几
十次乃至上百次。别人的日常或是工作学
习，或是照顾家庭，而她的日常却充斥着“喂
药喂饭、清洗消毒”。面对毫无知觉的哥哥，
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到如今的全程护理，赵春
玉一坚持便是整整三年，从未间断一日。

村民为她竖起大拇指
赵春玉是谁？
一说起赵春玉，湟中区海子沟乡海南庄

村的村民没有人不对她竖起大拇指，作为一
名普通村民，她用瘦弱的身躯，为植物人哥
哥撑起了一片天。

9月2日，记者来到赵功家，小小的庭院
收拾得整洁利落。病床上的赵功鼻腔插着
鼻管，喉部被纱布包裹，目光呆滞，一动不
动。“哥，哥，家里来人了……只要能唤回哥
哥一点意识，让这个家有一丝希望，我就满
足了……”赵春玉拿着毛巾顺着哥哥的手臂
轻轻擦拭着，因为身材较小，她不得不跪在
床边，不断变换着姿势。50岁的她，面色憔
悴略显疲惫，手指因常年用消毒水浸泡，粗
糙起皮、布满老茧。

辞了工作，回到娘家，赵春玉在哥哥家最
困难的时候，守候在了植物人哥哥的身边。
三年，1095个日夜，她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远嫁的姑娘重回娘家
一旁的母亲颤巍巍端过来一盆热水，疼

爱地看着女儿说：“你歇会儿，我来……”说
起儿子的遭遇，75 岁的老母亲老泪纵横。
2021年9月，赵功骑摩托车上班途中遭遇车
祸，头部重创，被诊断为“颅脑出血、脑干严
重受损”，成为植物人。家里的顶梁柱倒下
了，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妻子因压力太大，
选择外出打工。远嫁大通县的赵春玉得知
哥哥的遭遇后，心如刀绞。哥哥一家怎么
办？

哥哥成了毫无知觉的植物人，年迈的母
亲整天以泪洗面，侄子还在上学，谁来照顾
这个家？赵春玉彷徨了、犹豫了，她思来想
去，最后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到娘家，
照顾植物人哥哥，撑起这个即将破碎的家。

从此，赵春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哥
哥换导尿管、消毒、喂药、擦身体、换尿片，一
整套流程下来要花费两个多小时。给哥哥
翻身是个体力活！为了不让哥哥生褥疮和
湿疹，她每天要给哥哥翻三四次身体，再将
各种插管摆回原来的位置，这个过程相当费
体力，每次都会累得直不起腰，但她咬着牙
坚持了下来。

“护理没有任何知觉，又完全没有行为
能力的植物人，家属要有充沛的精力和旺盛
的体力，要随时保证有人看护，如果不具备
这些条件，病人极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病症或
意外危险。”专业护理人员这样说。

哥哥的回应是最大的动力
从早上睁开眼睛那一刻起，赵春玉就守

在哥哥身边，什么时候翻身、什么时候吸痰、
什么时候喂药、什么时候换尿片？她早已驾
轻就熟。只要哥哥嗓子发出一点声响，她便
知晓哥哥喉咙有痰，随即熟练地拿出吸痰
器，轻柔地顺着喉咙吸出污物。此时，哥哥
的表情瞬间舒缓许多，那无神的双眼似乎也
微微一动。

有了这样的回应，赵春玉的信心更足
了，她俯下身子不停地在哥哥耳边说，你能
听见声音就眨一下眼睛，哪里不舒服就出个
声。这时的赵功会深深呼出一口气，有时眼
睛也会突然眨巴一下，这就是他对妹妹最好
的回应。

只要人活着就会有希望
也许有人会说，植物人反正没知觉，简

单护理一下就行，用不着太麻烦。可是赵春
玉心里想，只要哥哥有口气，她就觉得这个
家有希望……

最近赵春玉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给
哥哥喂进的食物不消化，他已经好几天不排
便，这可难坏了妹妹！在用上开塞露等药物
还是毫无效果的情况下，她只好戴着手套用
手去一点一点抠出排泄物。如果不是亲妹
妹，试问哪个人能做得了？

海子沟乡海南庄村妇女主任说，“人们
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赵功的妹妹任劳任
怨伺候哥哥，撑起了这个家，真正给村里树
立了个好榜样，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亲情和
温暖。”

妹妹所做的一切，村里的人都看在眼
里，陈树林说：“我活了70岁了，头一次看见
把一个植物人照顾得这样精细的，说实话，
这个家如果没有这个妹妹，那就太可怜了。”

我从不后悔照顾哥哥
为了救治哥哥，赵春玉舍去了很多，她

说“我不后悔！”她一边照顾哥哥，一边不停
地寻求司法帮助，最终哥哥所在的工地赔付
了赔偿金。今年4月，一家人为赵功进行了
第二次脑部手术。

植物人哥哥、年迈的母亲、未成年的侄
子……赵春玉眼前依然是一地鸡毛，但她马
不停蹄继续着这样的生活。她说：“只要有
我在的一天，就要坚持下去，我要等着哥哥
醒来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也会重新开始
我的新生活。”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
时窗外的阳光早已洒满了整个屋子，也洒在
了她的脸上……

记者手记：
“悉心照料，精心呵护”，三年如一日地

坚守与不离不弃，成就了哥哥身上未生任何
褥疮，喉咙未积一口痰液，也换来了母亲的
欣慰与家庭的完整。

此次采访，感触至深。我们每日都在寻
觅身边的榜样：好儿女、好媳妇、好婆婆、好
学生……而赵春玉，不正是我们身边的“好
妹妹”吗？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她既是女
儿，又是妹妹，还是护工，更是撑起整个家庭
的“救星”。她是妈妈坚实的靠山，是这个家
庭的希望。她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也让我
对“好人”的含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个赵春玉感动了一座小山村，成百上
千个好人则能感动一座城。好人是良好社
会风气的助推器，而社会风气也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着我们，激励我们做一个有道德、有
品质、存善念的好人。诸如赵春玉一般的人
教会我们：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应时
刻心怀善念，为他人着想，永远做一个善良、
温暖、大气、感恩的人。

最后，我要为赵春玉点赞，向她这份
无私的奉献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愿她永
远如一束光，照亮这个家，照亮身边的每
一个人…… （记者 芳旭）

三年守候只为唤醒植物人哥哥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切实做好大型商

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灭火救援准备，近
日，西宁市城东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大
型商业综合体开展熟悉演练。

演练开始前，指战员在单位负责人的
带领下对消防车通道、水泵接合器、安全
出口、疏散通道、防火卷帘、防排烟设施等
运行情况进行了实地熟悉和测试。演练
模拟商场一侧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蔓延，
并伴随大量浓烟，情况十分危急。灾情发
生后，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开展自救，组织
微型消防站人员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同时
拨打 119 报警。城东大队第一时间启动灭
火救援预案，演练过程中，全体参战人员
严格按照“生命为主、科学施救”的处置原
则，重点开展灾情侦察、固定消防设施应
用、人员疏散搜救、内部攻坚灭火、外立面
控火、火场应急通信等战术科目训练，达
到了预期的演练效果。演练结束后，对此
次大型商业综合体灭火救援实战演练进
行了讲评，要求全体指战员要认真总结此
次演练的经验，对薄弱环节加以改进；不
断规范熟悉演练程序，规范作战行动，健
全完善联勤联动机制和应急联动体系，不
断提高灭火救援能力，全面做好应对重特
大灾害的各项准备。

下一步，城东消防将持续推进商业综合
体建筑的熟悉演练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活
动，切实加强灭火救援准备工作。通过防消
联勤，深入开展“六熟悉”和实战演练工作，
全面修订完善灭火救援预案，切实做好大型
商业综合体建筑灭火救援准备工作。

本报讯（记者 小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
方便了，在村卫生室看病也能用医保卡，可
以医保直接结算了。”村民王女士高兴地
说。城北区医疗保障局坚持以“‘医’心为民

‘保’健康”特色党建品牌为抓手，持续推进
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协议管理，
实现村卫生室医保费用直接结算，进一步提
供多层次、全覆盖的医保服务，构建15分钟
医保服务圈，织密织牢医保“保障网”。截至
目前，全区38 家村卫生室已有32 家纳入医
保定点，1家正在申请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村
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开通率已达到 80%以

上，实现了医保服务“村村通”，方便了群众
就近就医。

为摸清底数，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
点工作，城北区医疗保障局深入基层调研走
访，调查摸底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医生队伍、
服务人数等具体情况，分析研判村卫生室是
否具备纳入条件，并加强政策指导，为村卫
生室纳入医保定点工作奠定基础。同时，召
开纳入医保定点管理调研工作座谈会，对纳
入医保定点管理办法、申报范围、纳入条件、
申报资料进行讲解和说明；解答行政村卫生
室存在的疑点、难点，打消其纳入定点产生

的顾虑；并针对已纳入定点管理的行政村卫
生室所遇到的困难，主动对接省市医保、区
税务、区市监、区卫健、银行等部门，为村卫
生室纳入医保定点工作提供便利。

城北区医疗保障局按照“先纳入、后规
范”的原则，采取“现场教学+实地监管”的形
式，加强对定点村卫生室的监督管理。现场

“手把手”指导医务人员做好“两病”认定、系
统录入报销等工作；实地检查基金使用内部
管理、门诊日志相关资料管理情况、药品和
医用耗材购销存管理情况等，强化医保定点
村卫生室的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 王琼 通讯员 俞惠珍）好
消息传来！总投资1.8亿元的湟中区10万吨
马铃薯精深加工项目顺利推进，计划10月初
投产试运营。

9月2日，记者来到位于河湟文化产业园
上新庄片区的马铃薯精深加工建设项目施工
现场，看到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铆足干劲，全
力以赴抢工期，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该项目于2022年底正式进场施工，目

前，土建工作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安
装工作，已完成安装工作总量的 90%，预计
10月初进入试运营阶段。运营后可有效提
高湟中区300多家马铃薯种植大户及浅脑山
地区6万多农户的马铃薯种植收入。”项目负
责人哈国琴介绍道。

湟中区马铃薯精深加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1.8亿元，申请拦隆口、海子沟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8000万元，剩余资金企业自筹，总用地面

积44.74亩，总建筑面积约2.05万平方米。项
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加工马铃薯10.5万吨，
生产主产品精制淀粉1.5万吨，附属产品包含
湿粉条、干粉条、薯渣、蛋白等。运营模式采
用“公司+金融机构+合作社+农户”模式，以
签订生产订单的形式，可消纳湟中区马铃薯
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年可实现产值1.9亿元，
实现利润约2000万元。同时，厂内可为当地
脱贫农户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天气好了，服务
管家陪我们在小区里逛一逛、聊聊天，老人
行动不便时，服务管家还能帮我拿个快递、
买个药，真是又贴心、又温暖。”西关大街55
号院小区老人感慨道。记者从城西区民政
局获悉，今年该区继续在养老事业上发力，
创新开展“五融五员”幸福养老管家服务工
作，聚焦资源利用最大化，把准服务做细、贴
心、提质、增智、用情的关键，选定辖区9个试
点小区打造西区养老乐联点，让广大老年人
幸福晚年在“家门口”触手可及。

为当好老人的“服务员”，区民政部门通
过购买社会服务，建立老年人需求评估机
制，通过上门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及时了
解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及服务需
求，制定贴合老人实际的个性化服务方案，
让老年人享受到量身定制的服务。截至目
前，共开展关爱探访、陪聊等服务4933人次。

“如果有需要，打电话我们随叫随到……”
当好老年人的“快递员”是管家式服务的关
键一环，通过搭建“幸福养老管家”资源库，
将医疗机构、物业公司等6大类70项资源纳
入服务资源库，通过将“管家”联系方式在小
区进行公开公示，与老人搭建沟通平台，及
时为老年人提供代办代购代送等常态化、专
业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小区“管家”开展代
办、送餐、助检等服务481人次。

同时，为当好老年人“安全员”，城西区
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老年人生
活状况、健康数据的全方位实时监测分析，
一旦出现异常情况，智能设备将及时发出预
警并通知相关人员，服务人员即刻上门回
访，提供关爱服务及安全隐患检查。截至目
前，开展安全巡防服务451次。

当好老年人“宣传员”，各小区“管家”
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心理健康
服务，通过“幸福星期三，便利幸福圈”养
老管家集中服务日等载体，向辖区老人提
供爱心义诊、政策宣讲、心理慰藉等服务，
截至目前，开展助老服务 102 次、宣传服务
115 次。

城西区“管家式”服务

打造养老乐联点

1.8亿元！湟中区10万吨马铃薯精深加工建设项目10月投产

城北区32家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

闫鸿闫鸿 摄摄

城东消防开展

大型商业综合体熟悉演练合体熟悉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