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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一场意外对于在
峄城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孙新
亮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
灾。由于超重，塔吊在吊钢
管时钩子被拉直，悬吊的钢
管瞬间将在工地上干活的孙
新亮砸伤，家中的依靠从此
倒下了......

一场意外 砸成伤残

回忆当时情形，孙新亮
家人说，“出事时工友们急
忙把他送到峄城区人民医院
治疗，当时头痛头晕,腰部和
四肢不能活动,当天紧接着转
院到枣矿集团枣庄医院，经
检查，胸椎12椎体压缩性粉
碎性骨折，胸12右侧椎弓骨
折，低位瘫，双臀部及鞍区
麻木灼热痛。在枣矿集团枣
庄医院接受了手术，住院71

天，出院时伤情只是有所稳
定，但是神经没有治疗。”
此次横祸单位赔偿了六万余
元，这才解决了七十多天的
住院费用。

四处求医 不见好转

从医院出院后，孙新亮
由于大小便失禁，保留导尿
管，活动受到限制。家人无
奈之下，紧接着又送他到省
立医院治疗 3个月，花费近
三万元，病情依然不见好
转，由于当时无法支付巨额
医疗费用不得不放弃了治
疗，回到老家的小诊所针灸
4个月病情依然没有改善。

直到今年年初，在社会
上好心人的帮助下凑齐了七
万元，在北京解放军某医院
神经干细胞科治疗 20多天，

医药费花光了，病情也没有
明显的改观，现在还是大小
便失禁,保留导尿管，双下肢
麻木。家人一次次的筹钱看
病，却不见好转，心里焦急
的妻子说，“真是没想到会
这样，以前一家人都靠他挣
钱养家，这一下子不能再劳
动了，家里的“顶梁柱”瞬
间感觉坍塌了，心里那个味
儿……”妻子说着说着流出
了眼泪。

生活困难 无力治病

为治病孙新亮的五口之
家负债累累，实在无力再筹
钱治病，家里两个孩子正在
读初中，还要支付孩子上学
的费用，而孙新亮的父亲去
世后母亲就跟着孙新亮一家
生活，现已年近八十，身患

高血压心脏病，常年吃药。
如今孙新亮已基本丧失劳动
能力，无力照顾老母亲和儿
子，这次飞来横祸花光了家
里的所有积蓄，病情仍不见
好转，连最基本的吃饭都成
了问题，目前全靠妻子一人
在厂里打工维持生计。

因为反反复复的检查治
疗，使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
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家里又
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而孙新
亮目前的状况未见好转，双
下肢麻木，大小便失禁。也
不知道国内哪家医院能够治
疗，费用对这个家庭来说还
是未知数。希望好心人士能
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这个雪
上加霜的家庭。

（记者 王萍）

一场意外砸伤“顶梁柱” 负债看病仍不见好转

原本幸福的家瞬间坍塌

白天，照料住院的丈
夫；夜晚，摆摊卖水果；凌
晨，再独自一人步行回家；
早上 6点多，还要起床为孩
子做饭……近两年来，为了
多挣些钱补贴家用，40岁的
李燕利用夜晚休息时间摆摊
卖水果。一张矮板凳、一个
小推车、一筐筐水果……这
就是李燕挣钱的所有“家
当”。每天晚上，她都会坐
在幸福小区附近，吆喝着卖
水果。

白天陪护
夜晚卖水果

家住桃园小区的李燕，
丈夫因车祸丧失劳动能力。
家中还有两个孩子，整个家
庭全靠她每月 500元的工资
艰难支撑着。“住院费加上
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费，对
于我们这个贫困家庭而言，

根本无力负担。”李燕无奈
地说。

记者了解到，丈夫住院
有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来李
燕就开始利用晚上时间，挣
钱贴补家用了，而且一直坚
持到现在。“刚开始，我想
到饭店洗刷碗筷，但是人家
要求时间固定。”李燕说，
后来有人建议她到人流量
大的小区附近，摆摊卖水
果。从此之后，白天在医院
照料丈夫，下午下班回家给
孩子做饭。饭后在小区交叉
口旁边摆摊。每天都要卖到
晚上12点左右再收摊。然后
独自一人回家。

“摆摊儿的夜晚，我都
是凌晨 1点左右睡觉，第二
天 6点多就要起床为家人做
早饭，然后赶到医院送饭照
顾丈夫。”李燕说，不论多
么困难，为了每月多挣千把

块钱贴补家用，她都坚持夜
晚出摊卖水果，风雨无阻，
从未间断过。“上了年纪的
女人，风里来雨里去地卖水
果挣钱，实在是很难得。有
时候下雪，我都劝她别出摊
了，天太冷，她总说‘没
事，多挣几十块钱，家里就
稍微好点’，让我看了很心
酸”邻居说。

为这个家
再难也要走下去

20多年前，李燕跟着丈
夫来到枣庄生活，以往都是
丈夫挣钱养家，自丈夫出事
后，她就成了家里挣钱的主
力。看到生活越来越困难，
李燕决定空闲时间卖水果补
贴家用，无论多难都要为这
个家走下去。说到生活的艰
难处，她伸出小拇指去捋了
捋额头前的几根头发，竟带

着一丝幸福的表情乐呵呵地
笑了起来。

其实，在李燕的心里，
一家人能平安生活下去就是
她的希望，李燕很坚强乐
观。聊天中，她多次夸奖自
己健康的身体。“从来没有
害过病 ， 一点药也没吃
过。”她伸出一双布满皱纹
的手，说：“看，每天推着
我的小货车，一点也不觉得
累。”然而，就在李燕站起
来抬头的一刹那，她眼前一
黑没站稳，让人心里猛地颤
了一下。

“呵呵，没事。主要是
累了，经常会这样，唉，净
是花钱路 。没事 ， 没事
……”带着轻松的笑脸，李
燕再次埋下头，在摊子上拾
掇水果，继续干活。

（记者 王萍）

白天照料住院丈夫 晚上摆摊卖水果

40岁“女汉子”生活一肩挑

“虽然我再也看不见这美丽的世界，
虽然我再也不能站立起来，可亲人的爱和
书中的世界，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即
使躺在床上，我也感到人生无限精彩。”
病榻上一位 27岁青年的肺腑之言让人心
酸而又振奋。他还有个愿望——如果生命
到了最后一刻，他将把躯体捐给医学机
构，作为对亲人的回报。

郁二伟，1987年生于东北，4岁时母
亲病逝，他跟随爷爷回到邳县老家，几年
后父亲也离开人间，二伟和大姐跟着爷爷
以种地为生，从小就一直身体不好的二伟
8岁时突然不能走路了，在当地医院诊断
为化脓性关节炎并做了手术，初中二年级
时腿病复发又做了第二次手术，上高中时
眼睛又失明，从此，17岁的郁二伟永远
地躺在了床上。

郁二伟躺下了，可哥姐给弟弟医病的
脚步却从没停歇过，最终在北京一所有名
的医院郁二伟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专
家称没有住院的意义，并且今后一生都不
能离开药物生活。二伟的心一下子凉了，
但想到哥姐为了自己已倾注了全部心血，
他若再表现的痛苦不堪，无疑是对亲人最
大的打击。

为了让哥姐安心工作，善良的叔婶把
她接到了家里生活，二伟知道叔婶一家生
活不易，为了给他们减轻负担，刷牙洗脸
等只要力所能及的事他都自己去干。今年
7月份，他在广播里听到有关某托养康复
中心的情况后，二伟的心一下燃起希望，
这正是自己与亲人日思夜想的地方。

哥姐来到这家托养康复中心进行了认
真考察，把二伟送了进来。他的心平静了
许多，吃喝拉撒有专人管理，而且吃药打
针非常及时，一按床头铃声便马上解决眼
前问题，过上这样的生活，二伟感谢远在
北京工作的哥嫂，他把院长给他修剪脚趾
甲、护工及时洗澡等事情一并告诉了亲
人。

二伟说，哥哥给他买的读书郎，每天
让他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他读了《雨季
不再来》、《了凡四训》等书籍，每一本都
给他带来震撼与愉悦，现在，他不仅天天
读书，而且广交朋友，他还学会了网上
QQ聊天，好多朋友得到他的鼓励与他成
为知己，前不久，他又参与了网上“黎明
脚步”的活动，每天早上5:30按时电话叫
醒17名朋友起床锻炼身体。

二伟说他现在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
去想一些不愉快的事。前几天，院长知道
这个坚强的孩子爱学习，又专门为他购买
了一个播放机和许多传统文化光盘，这让
二伟倍感温暖，他说他没有理由不愉快地
生活每一天，他还要用书中学到的知识来
帮助更多人生失意的朋友……

（记者 孙慧英 文/图）

读书 交友 参加活动

“强直”小伙
床上忙生活

10月16日，山亭区举行护士大练兵比赛，来自各医院的30名护士通过现场护理演示、互动操作等比赛，增强了她们临床基
础护理的操作技能，为全面做好临床护理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贾方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