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锻炼好身体
才好照顾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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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结婚已逾半个世纪的耿传礼和范福荣夫妻住在济宁城区银都花
园小区，自从2007年阴历十二月初八那次车祸后，范福荣就卧床不起，
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全靠丈夫耿传礼照料。范福荣不能自己吃
饭，耿传礼就每天把食物打碎，一勺勺地喂；为了让老伴睡得舒服，耿
传礼每天晚上要给她翻三次身；为了方便照料，耿传礼甚至每天记下
老伴每次大小便的时间……

该给老伴翻身时，不用闹钟自己醒

3日中午，记者走进耿传
礼家，房子里窗明几净，收拾
得一尘不染，范福荣坐在轮椅
上看电视，身子有点歪，但脸
色红润，看着气色不错。“其实
她看不懂电视里的内容，也不
能说话。”耿传礼说，2007年一
场车祸，让范福荣大脑受损，
生活不能自理，亲人都不认
得，偶尔能叫出老伴的名字，
但也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问她哪里不舒服，她总是摇

头。
“其实她什么都明白，就

是有点逆反心理。”耿传礼说，
老伴还有思维能力，对她好她
知道，但现在就像小孩一样不
听话。“现在她身体好了一些，
可以坐起来了，吃饭时也可以
用勺子喂，刚出院后的那一
年，每次吃饭都要用针管从牙
缝里把饭打进嘴里，有时还会
吐出来，喂次饭要花两个多小
时。”

范福荣的床铺了厚厚的
垫子，放了层尿不湿，又铺了
两层白色的纱布，床单和被子
洗得干干净净。“尿布一天一
换，被子两三天就会拿到阳台
上晒晒。”耿传礼说，老伴身体
不能动，如果总是一个姿势睡
觉，肯定会很累，每天晚上他
都要帮她翻三次身，凌晨12

点、3点和早晨6点，已经习惯
了，不用定闹钟，一到时间自
己就醒。

想要照顾好老伴，就得多动心思

耿传礼的床头，放着一
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
着些时间和日期以及两三
种符号。“这是老伴每天大
小便的时间，记下来更清楚
一些，如果三天不大便了就
要给她喂药。”耿传礼告诉
记者，老伴不能动很容易便
秘，但她又不会说话，只能
想办法掌握的更详细些，尽
量不让她吃药。

每天，耿传礼做完家里
人的饭后，还要给老伴单独
做饭，蔬菜、水果、鸡蛋、米

粥……给老伴做饭耿传礼花
样很多，都用豆浆机打碎，一
勺一勺地喂。中午12点半左
右，范福荣要休息了，耿传荣
仔细地把老伴抱上床。“得非
常小心，情绪不好时她会抓咬
人。”记者发现，耿传礼手上有
很多被抓过的疤痕，为了防止
被老伴咬到，每次抱老伴，耿
传礼都要把两个小垫子放在
肩膀，老伴把头靠在自己肩膀
上，再用双手把老伴抱起来，
三四分钟的时间，耿传礼就累
得有点气喘。“我的身体还好，

就是腿有点疼，每天早晨都要
活动活动双腿。”耿传礼说，照
顾病人不仅要细心，还是一项
体力活，自己身体好才能更好
的照顾老伴。

耿传礼把老伴坐的轮椅
改了很多次，刚买的时候座位
上只有木板，看着老伴坐在上
面不舒服，就在上面放了个沙
发垫子，垫子的外围还铺了塑
料纸和纱布。“我改了四五次，
得坐着舒服啊。”耿传礼说，老
伴不能说话，只能自己琢磨如
何把她伺候得更好。

结婚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红过脸

“爸爸就是家里的一片
天，真是太伟大了。”耿传礼
的女儿笑着说，从小到大，就
没有见父母吵过架，总是和
和气气的，如果没有父亲的照
顾，母亲身体早就垮了。“儿女
们都很孝顺，知足者才能常
乐。”耿传礼退休后，对现在的
生活很知足。

“她没有出车祸前身体就
不好，情绪低落时会自言自
语，当时医院诊断为抑郁症。”
耿传礼说，老伴出现这种情况
前后有十多年，济宁大大小小
的医院基本上都看遍了。当时
他骑着自行车带老伴去看病，
还吃过很多民间偏方，效果一
直不好。“病情刚刚好转就出

了车祸，谁也没有想到。”
耿传礼今年76岁，范福荣今

年73岁，两人从1958年结婚，到现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了，“两个
人在一起，就要同甘同苦啊！”
耿传礼说，现在如果老伴能说
话，他就满足了。“一辈子挺短
的，夫妻之间要相互包容，不离
不弃，容易知足，才能幸福。”

村民自发捐款15 . 5万元助学
主要用于提升学校信息化水平

本报济宁5月7日讯(记
者 黄广华 通讯员 孔
军平 丛传明 ) “现在咱
们钱袋子鼓了，希望做一点
力所能及的事来改善母校
的办学条件，让农村娃也能
享受到优越的学习环境。”5

月7日上午9点，汶上县白石
镇小楼村15位村民自发捐
资助学，捐出15 . 5万元改善
村里小学的办学条件，提升
学校信息化水平，得到了学
生和家长的一致赞赏。

没有领导讲话，没有仪
式流程，当日的捐款现场非
常简单，只有捐款者、学校

师生、学生家长及部分村民
参与。据介绍，去年冬天，小
楼村民曾捐款6 . 3万元改善
学校办学条件，这次捐款是
为了给每个班配上多媒体
设备，为每一位教师配上电
脑，提升教育信息化、现代
化水平，让山区孩子也能享
受到现代教育资源。

汶上县白石镇的石材
开发，让农民富了起来，富
裕的农民掂记着教育。“因
为文化程度不高，我吃了不
少苦头。买得起车，可车上
的高级设备都是英文，不会
用。我就想给让孩子们比我
有出息。”参与捐款的村民
王庆文说，他的想法得到了
很多同行的支持，
捐款人数由去年的
9人增加到15人，捐
款的数量也增加到

了15 . 5万元。“除了给老师
买电脑，我们还要给孩子买
更先进的触摸屏电子白板，
我们的学校虽然很偏僻，但
我们山区的孩子也要用上
最先进的教学设备。”村民
王继亭对记者说

小楼小学校长孙云鹏
介绍，目前小楼小学共有在
校学生340人左右，教师12

人，当天捐助的15 . 5万元将
全部用于购买多媒体教具、
硬化学校操场并更新100套
桌椅。“我们将把这笔爱心
捐款存入学校账户，使用情
况及时向爱心人土和学生
家长汇报，把好钢用在刀刃
上。”孙云鹏说。

业主不理解，业委会挺寒心

有业主支持，我们才更有动力
本报济宁5月7日讯(记

者 范少伟 ) “我们做了
那么多工作，如果业主都能
理解，将是我们最大的满
足。”7日上午，谈及自己的
工作，开泰花园小区业主委
员会的工作人员非常无奈。
即要维护全体业主的权益，
又要与物业公司协调工作，
有时候忙了半天，部分业主
还不理解，让他们挺寒心。

“我们的工作是志愿服
务，但有时候真是出力不讨
好。”一位业主委员会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给业

主服务，他们找了很多物业
管理条例、物权法律法规研
究。“前段时间小区停车收
费，我们一边给业主解释这
种做法符合规定，一边和物
业公司协调，把价格尽量压
低，但还是有部分业主不支
持我们。”

“2010年我们小区物业费
涨价，本来业委会是不同意
的，但考虑到业主的切身利
益，最后才同意的。”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当时物价部门
已经批准物业费涨价，物业
公司也确实存在困难，如果

不提高物业费，物业公司无
法正常运作，小区的安全、卫
生无法保障，最终受害的还
是业主。物业费上涨后，大部
分业主表示了理解，但也有
业主认为业委会没有尽责。

“我们业委会成了了一
年多，最大的感觉就是心累，
工作难做不说，还经常被业
主误会。”业委会工作人员
说，为了做好工作，业委会每
个人都付出了很多，他们最
希望的就是能得到业主的理
解和支持。“业主理解我们，
我们工作才更有动力。”

耿传礼把老伴扶起，让她到床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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