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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社区

卧卧床床55年年，，他他成成了了““心心理理医医生生””
数不清的手术，孙同辉没喊过一声疼，没流过一滴泪

在医院醒来后，孙同辉一直觉得
自己的左腿有些空荡荡的，问了护士
后，才知道自己的左腿已经被截肢。

“当时就懵了，脑子里一片空
白。”孙同辉说，他放佛能感觉到左腿
一直存在。他有一米八二身高，打篮
球能单手扣篮，截去一条腿，以后再
也不能打篮球了。

“想过父母，想过未来，后来还是
接受了。”孙同辉说，截了就截了吧，
最起码能活命。

“在医院的5年里，光全麻手术做
了20多次，半麻手术和不打麻药的手
术都数不清了。”孙同辉说，每一次手
术，他没喊过一声疼，没有掉过一滴
眼泪。

就连医治他的主治大夫也说，每
一次换药都疼痛异常，但他始终保持
坚强乐观的心态，又经过多次手术
后，终于赢得了奇迹的发生。

“最疼的就是幻肢痛和神经痛。”
孙同辉说，虽然左腿被截肢了，但是会
经常感觉到它的存在，并产生疼痛。

“当幻肢痛的时候，才知道什么
叫活受罪，有时候真不想活了。”孙同
辉说，即便现在也经常出现幻肢痛。

任何的疼痛都没有打垮他的精
神意志，他没有喊过疼，没有掉过泪，
直到有一天，朋友用轮椅把他推到海
边散心，他再也忍不住了，所有的委
屈都化作眼泪。

“眼泪止不住了，是冤得哭，很多
来往游客都在看着我。”孙同辉说，他
曾想过跳下去，但是想想父母，还是
忍住了。 本报记者 柳斌

曾经的扣篮手
告别了篮球

“供电服务挺好的，不管啥时候，
你们的电工都一叫就到。”8月21日，
接过供电所包村人员送上的便民服
务卡，龙口市诸由镇小宗家村村民杨
祥华大娘连声说好。小宗家村是国网
龙口市供电公司今年农网改造项目
之一，目前线路和电表改造工作已全
部完成。

通讯员 姜红

以电相连
心系乡村

8月 2 3日，国网龙口市供电公
司积极迎接准备烟台供电系统创
新工作室建设考评工作。据介绍，
该公司高度重视创新工作室建设，
重点选择树立了赵伟创新工作室、
电力调控中心自动化运维创新工
作室。目前，这两个创新工作室步
入常态化运行。

通讯员 仲军

积极做好创新
工作室建设工作

8月22日，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
将干部职工募集的15 . 185万元捐款
上交至民政局，为龙口市慈善事业增
添了龙口电力人的一份爱心，也向社
会展示了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积极
履职、甘于奉献的良好形象。

通讯员 刘京秋

积极组织
爱心募捐活动

本报记者 柳斌

在烟台山医院18楼走廊
尽头的一间病房里，有一位
在此住了5年的病人。这位病
人有些特殊，因为他还是医
院的“心理医生”，他曾让“绝
望”病人乐观面对生活。

这位病人名叫孙同辉，
今年31岁，在矿井作业时受
了严重的工伤。记者去医院
探访朋友时听说了他，决定
采访他，一方面是因为他面
对困难时的坚强，另一方面，
他不向命运屈服。

一场意外

让他在病床躺5年

孙同辉居住的是一间8人
间的病房，当其他房间都安排
满了病人的时候，再来的病人
才暂时安排到这个病房里。

“太惨了！”“太不容易
了！”……说到孙同辉，医院
里每一位知情的病人和病人
家属都会皱起眉头，不敢去
想象当时的情节。

记者从孙同辉口中了解
到5年前的那段痛苦回忆。那
天是2008年9月1号，他准备下
到矿井作业，结果可能设备
故障，地面人员操作失误，使
他摔下 4 0多米深的井。由于
中间被原木刮了下，他捡回
一条命，但身受重伤并且永
远失去了左腿。

床的一头放着 3个空的
可乐瓶子，在他看来，每天能
喝上一瓶可乐，最好不过了，
犹如喝了一瓶美酒，即便伤
口会经常疼得要命。

他已经成为

医院的心理医生

住院5年的时间里，孙同辉
大大小小的手术没断过。

“人怎么活都是活，我只
不过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
孙同辉说，之前过的是走路
的生活，现在过的是坐轮椅
的生活。

他的坚强意志感动了很多
人，包括医生、护士和病人，他
还成了医院的心理医生，经常
开导那些绝望的病人。

孙同辉说，曾经有一名高
校的大学生，因为毕业后被辞

掉了工作，加上女朋友和他分
了手，小伙子从5楼跳下，还好
命捡了回来。

“小伙子来了，一句话也不
说，连他父母也不说话。”孙同
辉说，他被邀对小伙子进行了
开导，在慢慢开导下，小伙子终
于张了口。

孙同辉说，他开导过很
多人，很多病人了解他的情
况后，都觉得自己的困难不
是困难，并和他成为朋友。现
在有很多出院的朋友来看望
他，陪他聊天。

知足长乐

重要的是今天

现在的孙同辉，仍然在
医院的病房住着。他每天都
会看看书、上上网，他的父亲
每天在医院伺候他，给他买

饭。如今，除了买饭外，孙同
辉的生活已经基本能自理。

孙同辉的父亲自从 5年
前从老家来到医院后，就很
少回家了。孙同辉说，他的父
亲今年58岁，母亲56岁，家里
只有他一个孩子，母亲有脑
血栓，在得知他的情况后，病
情进一步加重，父亲会偶尔
回家看看母亲。

为了维持家用，孙同辉
的父亲在照顾儿子的同时，
也 会 找 些 轻 快 些 的 护 工 工
作，一边照顾儿子，一边照顾
别的病人。

“人都有攀比心理。”孙同
辉说，想开了，也没有什么了。

“知足长乐，很少人能够
做到。”孙同辉说，人都是有
虚荣心的，重要的不是忧愁
将来，而是把今天的生活质
量过出来。

““时时髦髦””大大妈妈每每周周都都跳跳新新舞舞蹈蹈
凤凰传奇的歌她们也都编成了舞蹈

本报8月26日讯 (记者
刘杭慧 ) 每晚7点多，烟台图
书馆门前的广场上总会迎来
一群着装整齐统一的女性，
她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这
支舞蹈队成立7年了，从最初
的十几人发展到了现在的上
百人。她们都是业余爱好者，
却每个周都能研究出属于自
己的一套舞蹈。

创建这支广场舞蹈队的
人叫王鸣娟。“最开始就十几
个人，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个
人了。”回忆起当初创建舞蹈

队时零散的几个人，发展到
现 在 一 大 群 亲 如 一 家 的 姐
妹，创建者王鸣娟言语中透
出一股自豪。

舞蹈队成立于 2 0 0 6年，
除了坚持不懈，最让舞蹈队
的成员自豪的是，她们有属
于自己的舞蹈，而且从前年
开始，她们几乎每周都学一
套新舞蹈。

“我每周都会教大家一
套新舞蹈，目前已经教过130

多首了。”据王鸣娟介绍，由
于大家每天都要跳舞，所以

舞蹈和歌曲一定要新鲜，并
且有时代感或是流行感。考
虑到这些，王鸣娟在音乐方
面很“潮”，根据不少当下流
行歌曲改编出舞蹈，其中包
括凤凰传奇组合的大部分歌
曲。若是临近重大节日，她还
会应景的选择一些舞蹈教大
家。周围的人甚至给她起外
号，叫“舞痴”。

舞蹈队成员李大妈今年
63岁，爱在网上打扑克，可岁
数大了，颈椎越来越难受。在
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下，李阿

姨开始观察好几支舞蹈队，
最后把注意力放在图书馆广
场的舞蹈队上，并加入进来。

最开始，性格内向的李
大妈就是放不开。后来经过
大家鼓励，李大妈渐渐对自
己越来越自信，现在已经是
舞蹈队里的核心队员。

这支舞蹈队从来不去参
赛或参加演出，因为台上容
纳的人数有限，她们不想让
任何一个姐妹落下。用她们
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
一个整体。”

那场伤痛

龙口供电

躺在病床上的孙同辉一脸乐观。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25日晚，舞蹈队按时在广场上跳起了舞。 本报记者 刘杭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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