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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采摘杨梅摔伤的人增多

杨梅树很脆
采摘时别攀爬
□记者 周灵芝

本报讯 20 日，记者从市骨科医院了解

到，近期因采摘杨梅而摔伤的事发生不少，其

中有两例情况较重，一个患者脊椎受伤预计

住院治疗时间会超过 20 天，另一个患者腿部

骨折。他们都是从杨梅树上摔下致伤的。

据骨科医院骨三科主任李继川介绍，自 6

月中旬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因采摘杨梅而摔

伤前来就诊的患者，时间多集中在下午，多数

患者都是“采摘游”的市民。患者伤势较轻，

多为软组织挫伤，休息几天擦点药就会康复。

对于爬树采摘杨梅的危险，市农林局工

作人员表示，杨梅树的枝干比较脆，韧性差，

容易折断。所以游客在采摘杨梅时，尽量不

要直接攀爬枝干，而是使用梯子等工具进行

采摘。一些果农介绍，他们多年来采摘杨梅

都会提前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爬到杨梅树

上采摘是采摘杨梅的大忌。

村民还提醒喜欢“采摘游”的市民，穿上

防滑运动鞋是非常必要的，采杨梅时最好穿

上深色或旧衣服，否则就等待鲜艳的果汁让

你全身“挂彩”，要谨防毛毛虫的叮咬。

李继川说，万一不慎从果树上摔落，双手

尽量伸展，尽可能抓住旁边的树枝，在跌下来

的过程中起到缓冲作用。摔倒在地时，伤者

如果有意识，首先要判断腰部背部是否疼痛，

判断是否骨折。如果已骨折，绝对不能随意

移动。更不能用背、抱或两人抬这些动作来

运送伤员。最好是用木板或者担架来搬运伤

员，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20 日 11 时，记者找到应春霞和

应丽洁时，她们正想办法劝程秀娇

洗澡。应丽洁说，姑姑虽然残疾，

但思路却很清楚，还有点怕难为

情。她们每次要给她洗澡换衣服，

都得费老大的劲，不愿两人帮忙。

可夏天天气炎热，不洗澡可不行，

所以每次洗澡换衣就像“战争”，妯

娌齐上阵。

程秀娇脸露笑容，嘴发出“咿

咿呀呀”的声音。应春霞说，那是

姐姐的“抗议声”，姑姑虽然脑瘫无

法与人正常交流，但让家人欣慰的

是，她能听懂别人的话，而她说的

“话”却只有自己和应丽洁才能听

懂。

“其实我们和姑姑接触时间长

了，从她的表情和发声的语速来判

断她想表达的意思。比如，给她送

的饭没有吃完，就要问她是不是想

吃别的？她点头，用手画着大圆

圈，那是她想吃肉麦饼了；用手画

着小圆圈，那是她想吃包子了。给

她送的饭如果剩很多，那就得问她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她指着肚子，

那就说明肚子疼。如果她不想说

话，问她也不理你，那多半是感冒

了。她要是向门口张望，含含糊糊

地说了一大堆，那是她想到外面透

透气了。”应丽洁说。

妯娌俩无微不至照顾先天残疾的姑姑7年

两家一本食谱轮番做 只为她吃好

亲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无论生活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苦难，
家都是最好的避风港湾，亲人都是永恒的精神支柱。

家住方岩镇独松村的残疾人程秀娇正享受着浓浓的亲情，两位弟媳轮流照顾了她7
年。程秀娇今年54岁，从小就被确诊为先天性脑瘫、肢体双重残疾，至今未婚。7年前，
她的母亲去世，留下了她和腿有残疾的父亲，弟弟程振军和程振高便挑起了照顾她后半
辈子的责任。平时他们工作忙，她的衣食住行全由两位弟媳应春霞和应丽洁轮流照顾。

下午，应丽洁开始包饺子。

她说，姑姑最喜欢吃面食，饺子便

是其中之一。因此，家中隔三岔五

会做一顿面食，比如包子、馒头、手

工面、肉麦饼、小麦饼等。其实，这

是她和嫂子“共同的食谱”。每次

轮到照顾姑姑的家庭，都会提前规

划“共同食谱”。两人交接时候，也

会告诉对方一天前刚吃过哪种面

食，接下来可以做哪种面食。

不仅是在食谱上精心安排，就

连吃饭两家也有一个规矩。“饭菜

做好没动筷子前，必须先给姑姑送

去，不能等大家吃完了再送。”住在

程秀娇附近的一位村民介绍，应丽

洁和应春霞家都有条不成文的规

矩，轮到照顾程秀娇的家庭做好饭

菜，在动筷之前必须给程秀娇先送

饭菜，看她吃饭后才能回自家吃

饭。吃完饭就要返回老屋看她是

否吃完了饭，有没有什么异常情

况。妯娌俩从没觉得程秀娇是累

赘，也不怕麻烦，更不怕辛苦。尽

管 7 年过去了，但她们对程秀娇的

爱丝毫没有减少。

应丽洁和应春霞的孩子也非常

孝顺姑妈。应丽洁的儿子程跃在城

区工作，每逢节假日回家，踏进家门

放下随身物品，就去探望姑妈。应

春霞的女儿程凤已经出嫁，可回娘

家时去探望姑妈是她的“必修课”，

儿子程龙则记得姑妈喜欢吃的食

物，总会会带回一些给她吃。

她的“话”只有弟媳能听懂

每隔三天，她们就会为她打扫一次房间

细细打量程秀娇住的房屋，虽

然是老房却干净整洁，床边的桌子

上 摆 放 着 一 台 电 视 机 和 一 把 茶

壶。应丽洁说，姑姑不会说话，却

看得懂电视。她们不在的时候，姑

姑就会看电视。每隔三天，她们就

会打扫一次房间，老屋内条件有

限，而且离她和嫂子居住的房屋有

一段距离，一日三餐都要送，有时

也觉得不方便。为此，嫂子曾试着

给姑姑搬家，让她住到自家新屋

里。可住了没一天，她就死活不愿

意，非要回老房住不可。

“问了多次后才了解姑姑的意

思。原来老屋房间小，而且还有两

根大圆柱子，她扶着柱子能下床走

几步，新房没有柱子，她觉得行动

不便。”应春霞说，因为肢体残疾，

姐姐走路磕磕碰碰是家常便饭，每

次看到姑姑身上被碰得青一块紫

一块，大家都心疼不已，所以只能

让她继续住在老屋，房间里除了一

些生活必需品，其他东西都搬走

了。

为了方便照顾姑姑，应春霞和

应丽洁常年在家。应春霞在村里

找了份活，而应丽洁找了份能拿到

家干的手工活。这样遇到姑姑有

个“头痛脑热”或杂七杂八的事，两

人能有个商量，比如洗澡，又比如

轮到照看时刚好家中有急事，就能

找另一人帮忙。

必须先给姑姑送去，他们才开始吃饭

12 社会点击

□记者 任晓

本报讯“你对我们老年人真是太好了，真

的很谢谢你。”近日，当浙江浩恒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负责人项世海将装有 1000 元钱的红包交

到李阿婆手上时，她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

容，再三道谢。

李阿婆家住前仓镇新下村，今年已经 104

岁。她是当日参加市慈善浩恒通航播种敬老

行动前仓镇发放仪式的 51 名老人中的最年长

者。其他 50 名老人分为五批，在结对服务义

工的搀扶下领取红包。

由市慈善总会联合浙江浩恒通航有限公

司、市播种者协会开展的慈善浩恒通航播种敬

老行动于今年 3 月 3 日启动，浩恒通航向市慈

善总会捐赠 3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以东城街

道和唐先镇作为试点。期间，市播种者协会70

多名义工走访了 142 个村和社区，寻找出试点

内的89名困难老人，发放救助金额9万元。

据了解，敬老行动在东城街道和唐先镇试

点时，前仓镇也向慈善总会报名，配合义工做

好走访工作。50多名义工们分10组逐村走访

了解困难老人情况，通过镇慈善工作站将当天

的活动通知到每位困难老人，共发放救助款

5.2万元。

前仓镇51名
困难老人获救助

□记者 周灵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