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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格《是时候恋爱了，却查出白血病》追踪

王春红的病情让母亲揪心，她说———

希望女儿做上妻子和妈妈
本报记者 孔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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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302、303路至今没现身

站牌等了

公交车半年多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孔

雨童 实习生 刘艳娟) 早在
去年10月份，福山区302路和303

路公交车的站牌就建好了，可
到现在，这两路公交车却迟迟
不见踪影。这是怎么回事？

市民李先生为此吃过亏。

他曾经在303路的路线图下等
了一个多小时，愣是没看见这
路公交车来。10日，在福山区
富豪新天地站点，记者看到，

303路公交车标示的路线是从
东厅公交场站到永福园路场
站，途径34个站点，富豪新天
地是接近终点的一个站点。

在302路和303路的交叉
站点御花园，附近小区一位居
民说，去年10月份，这两路公

交的路线就贴上去了，当时他
们都很高兴，因为多了一条出
行线路。可是半年多了，这两
路公交车都没露面。

福山公交公司一位司机
告诉记者，这两路公交车已经
买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
开出来，现在已经变成一些公

司的班车。记者电话联系上了
公交公司一位姓孙的工作人
员，他说，302和303路公交车
已经买好了，他们考察场地
后，发现起点和终点的场站太
小，不符合要求，就跟政府上
报了土地用地指标，但是一直
没有批下来。

但是，这件事福山区国土
资源局和国土储备中心都说
不清楚。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鞠

平 实习生 王启凤) 莱山
区迎春大街芳花园购物中心
附近，有一条约100米的路段，

坑洼不平，年久未修，给行人
和过往车辆带来极大不便。

10日，记者在三禾手机卖
场北面看到这样一条路。一位
过路市民说，这条路已经两年
多没有修过。在此摆摊修车的
朱师傅知道原因，他说以前路
对面有个鞋厂，这条路还是完
好的，自打两年前鞋厂拆了，

这段路就被糟蹋坏了，很多大
型工程车经过，道路被轧得不
成样子。一位司机师傅很倒
霉，他有一次路过这里时不熟
悉道路，一下子就掉坑里去
了，车子撞坏了好几次。采访
中，很多市民都希望相关部门
过来修修。

益丰小区物业管理处一

位工作人员说，之前小区的开
发商将此路铺好了沥青，后来
被过往车辆轧坏以后，就没有
人再进行修复了，但此路段并
不属于益丰小区的管辖范围。

初家街道办事处河东居委会
一位工作人员也说，此路段的
归属，并没有明确的规划，也

一直没有部门来修复这段道
路。

道路坑洼惹人烦

市民：谁来修修

2009年7月，烟台
震后第一支大型医疗
队赶赴北川，孙涛是
其中一员。赴川时，孙
涛家中双亲都被查出

患有癌症，但作为烟
台的专家，他还是上
路了。医疗队到达北
川后，当地有了震后

第一个骨科手术台，

病人们不必再赶往绵
阳等城市救治。

5·12三周年纪念系列报道

震动国人的5·12大地震，

已经快过去三年了。在5·12三
周年之际，我们寻访了当年曾
经参与震后救灾和援建的烟
台人，请他们讲述当年的那些
事儿。今日，本报推出系列报
道之三。

屋里的家具

都是她买的

在谭格庄高家村，王春红

的家就在那一片高高低低的平
房里。一个不大的小院里养了

几只鸡鸭；一进屋就是灶火台，

东西两侧一间住着一家三口，

一间堆满了各种杂物，除了几

件像样的电器、家具，看不出什

么别的来。

王春红的母亲王金玉是个
普通的农村妇女。王大娘说，从

女儿 19岁出去打工，她都是每

隔一两个月才能见到女儿，“她

忙，一直在为了家里忙。”可能

是女儿这些年一直太累，所以

才病了。

东边的一间屋子里，东墙边

上是一台新电视，西北墙角是一

台电冰箱，电视橱、茶几、木沙

发……王大娘细数着这些年女儿

给家里添置的东西，“那个新木门

也是她给换的。”王大娘说，小儿

子有病，经常会发脾气砸东西，家

里的木门已经被砸坏三次了，女

儿在电话里知道了，下次回家就

会给家里捎钱修修。一次，家里的

电饭锅也被砸坏了，王春红又提

起给换新的，她给拒绝了。“她在

饭店拌凉菜能挣多少钱呢，不

能让孩子太苦了啊……”王大

娘泣不成声。

弟弟攒了300块钱

全部拿出给姐姐

在王春红家，记者没有见

到小她一岁的弟弟王春晓。王

大娘怕他知道了姐姐的病受刺

激。“他上午又给她姐打电话

了。他俩感情好，春红生病别人

送的水果，她都叫我带回来给
她弟弟吃。”

从小，弟弟就是王春红的

牵挂。中专毕业后外出打工，

王春红每年都要给弟弟挣医

药费。“考上高中这孩子没去

上。”王大娘说，当父亲跟王

春红提出上中专早出来挣钱，

这个好学的女孩子点点头，一

句话没说。两年后她就一个人

离开家出去闯荡了。“她爸没

法出远门打工，所以挣不出医

药费来，女儿就一个人担起来

了。”

王春晓每个季度都要去淄

博看病，王大娘说春红都是抽

出周末的时间带着弟弟去淄博

看病，回来后又匆匆赶去上班，

总是忙忙碌碌。

“前几天，她弟弟知道姐姐

住院了，不知从哪里掏出攒的
300块钱给他爸，说给姐姐买点

水果。”王大娘说，儿子除了癫

痫，前些年还出了一场车祸，一

直没工作，这些年也没给过家

里钱，但是这次他把攒的钱都

拿出来了。

她的婚事一拖再拖

母亲希望女儿好起来

坐在王春红家的炕头上，

王大娘拿出一本相册，一张张

地拿出春红从小到大的照片给
记者看。很多照片里，眉目清秀
的王春红站在某个景点笑着，

一脸的青春气息。

“她一直爱美。”王大娘说，

女儿是个心思很细致的人，家中

的事、工作的事都处理的井井有

条，但惟独一直没有谈恋爱。这

些年来，也许是给弟弟挣医药费
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也许是怕别

人不愿管她的家庭，一直到了31

岁还没有恋爱。2011年春节，家

里人一再催促下春红开始去相
亲。前不久认识了一个男的，两

个人只见了一面春红就查出得

了白血病。“在医院里，我听见她

跟媒人说，不想再和那个人见面

了。”王大娘粗糙的手不断抹着

眼角的泪，“她从不跟我说，我知

道女儿也孤单”。

“为了家，她耽误了自己的

幸福。”王大娘说，她不求别的，

只希望女儿能好起来，能像其他

女孩一样做一个妻子和妈妈。

讲述人：

烟台山医院创

伤骨科副主任

医师孙涛

烟台山医院创伤骨科医师讲述入川经历———

那些日子，需要打着手灯做手术
本报记者 孔雨童

31岁的莱阳女孩王春红，为了给从小患癫痫的弟弟治
病，只身来到烟台打工12年，迟迟未考虑个人问题。2011年春
天，正当她憧憬着组建一个家庭，却被查出白血病。昨日，本
报报道引发了很多市民对这个孝顺女孩的关注。记者在莱阳
谭格庄镇高家村，采访了王春红的母亲。

说起女儿，王金玉就忍不住落泪。孔雨童 摄

“战地”手术台

我们烟台医疗队是2009年7

月去的北川。这时地震已经过去

了一年，虽然我们做好了心理准

备，但是有些事还是出乎意料，比

如要打着手灯做手术和手术过程

中不断挪动手术床。

到了那里，我们才知道地震时
北川医院几乎是经历灭顶之灾，震

后只剩下一个外科医生。当时，医
院全部建在板房里，但是电力的供

应很不稳定，有时正做着手术，忽

然间就停电了，然后就赶紧叫护士

打开手灯，她们一直举着到手术结

束。北川的大雨，那真的就像拿着
盆子往下泼一样，有时候板房顶就

开始漏水了，这时如果恰好手术床

在下面，我们就得临时换地方。但

是也很怪，经常今天漏雨的地方和

昨天是不一样的，每天手术前如果

外面下雨我们就会想，漏雨不会又

换地方了吧！

那个时候，地震已经过去14

个月了，大批在地震后骨折的病

人都面临拆钢板的阶段。但是，因
为当时病人们都是送到各地去治

疗的，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型号

的钢板，有的在北川根本都没有

合适的拆卸工具。我们只能到市

场上买工具，然后回来拆卸。有一
次，一把手术的螺丝刀竟然是在

一户修自行车的师傅那里借来

的，我们给它消毒之后，才给病人

拆下了钢板。

一个老病号的菜籽油

在北川，接触了无数的病人。

有一个快60岁的老人，至今我还

记得。

他是在地震后自己从废墟里

爬出来的，一条腿的骨头已经露

在外面。按当时的情况他可能需
要截肢。老人不愿截肢，后来骨头

竟然在外面露了一年。老人的亲
人们在地震中都死了，他买了一
些酒精，天天消毒，但是伤口恶化

得很快，发展成了骨髓炎——— 我

们都叫它“骨癌”，因为非常难治，

也很难恢复。

我们到达以后，老人又来医
院了，请求我们帮他治。这个手术

风险很大，需要皮瓣移植，这是需
要在显微镜下做的手术。其实我

们没有把握，要知道入川之后给

我们的要求是：零事故。这个要求
在我们现在的医院都没法保证，

更何况是那样经常缺少各项设备

的班房医院。但是老人实在可怜，

我们作为医生也没法拒绝。

手术后，老人很幸运地恢复

了。骨头被移植的皮肤和肌肉盖

起来了，渐渐可以行走。有一天，

他提着一大玻璃瓶的菜籽油来找

我们，笑着送给我们就走了。其实

四川的菜籽油，我们一直吃不惯，

但是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很郑重地

接过了那个瓶子。

老人的笑容让我们过了很久

还觉得高兴。

新建的学校让人感叹

地震后在北川，新结合的家

庭非常多。按照当时的政策，鼓励

这些在灾后失去子女的家庭重新

要孩子，有时在医院看到那些挺

着大肚子的女人，我们会觉得很

安慰。

离开北川前，我们曾经去参

观当地新建的擂鼓八一中学，这

也是我们山东援建的。那宽敞的

阶梯教室，设备齐全的多功能厅，

有很多人性化设计的食堂，都让

我们很感叹。当地人也说，以前的

孩子们没有在这么好的学校上过

学，希望学校能永远建得这么坚

固就好了。

孙涛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前。（图片由本人提供）

咋回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