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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4岁岁老老乡乡医医搬搬出出海海岛岛进进城城住住楼楼
曾在崆峒岛接生200多个孩子，见证岛上医疗变迁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岛上的冬天最难熬
产妇冻得脱不下衣服

今年74岁的陈漱敏，出生
于芝罘区大疃，后嫁到崆峒
岛，在岛上担任了30多年乡
医，接生了200多个孩子。提起
陈漱敏，岛民们总有一种崇敬
之情，岛上的70后、80后，甚至
90后，都是在她的“迎接”下出
世，这些被接生的孩子总喜欢
亲切地称她为“陈大姨。”最让
她欣慰的是，她接生的所有孩
子都平平安安，就连产妇也没
有一个进行过侧切或会阴出
现撕裂。

“过去岛上的医疗条件是
很差的。”陈漱敏说，产房也很
简陋，一张产床、一张待产床，
两个产包，一个用来消毒的高
压锅，一个胎心听诊器。也就
是在这样一个场所，陈漱敏兢
兢业业地迎接着岛上一个个
新生命的到来。

海岛生活超尘绝俗、生活
宁静，但交通的不便给岛民带
来很多难题。陈漱敏说，曾经
一名产妇出现难产，需要送到
烟台市里的医院，正值冬季寒
冷，船在海上突然抛锚了，最
后只能是摇橹前进，短短的
5 . 7海里，用了3个小时才到，
幸好最后母子平安。

在陈漱敏和老伴吕志喜
看来，海岛的冬天是最难熬
的。陈漱敏回忆到，岛上没有
供暖设施，尽管生着火炉，往
往是烤到的地方暖和，烤不到

的地方冻透，刷碗的抹布都冻
得就像块石头一样硬。

“冬天的产妇和孩子更遭
罪，产房里只有一个炉子，产
妇冻得往往脱不下衣服，远不
如现在既有空调又有暖气。”
陈漱敏说，大约从1993年以
后，岛上的产妇开始到烟台市
里的医院生产，医疗条件变得
优越了，她也轻松很多。但毕
竟是海岛，对于岛民来说，出
行、就医、孩子上学等还是有
诸多不便。

有一年，陈漱敏过生日，
在烟台市里工作的三个女儿
准备了礼物送给母亲，但因为
大风停航，这些礼物在船上硬
生生呆了一周才送到家里。

搬迁离岛住进楼房
每年还有八千元补助

为彻底解决崆峒岛民的

出行难、就医难、上学难等民生
问题,从2004年起,烟台市、区各
级政府多次着手调研岛民整体
外迁、崆峒岛旅游开发。去年9
月16日，崆峒岛外迁正式启动，
岛民陆续搬离海岛，住进了城
里房——— 崆峒岛小区。

搬迁中，陈漱敏和吕志喜
分得一套96 . 8平方米的房子。
房间宽敞明亮，打扫得干干净
净，房子安装有太阳能，24小
时有热水，房间内暖意融融，
温度计上的指针定格在20℃。

“现在多好，安置房都是
装修好的，买了些家具就住了
进来，冬天的暖气很热乎。”坐
在新房子里新买的沙发上，陈
漱敏的老伴吕志喜笑着说。

春节前，老两口把双开门
的大冰箱里放满了各种海鲜和
肉，水果摆满了果盘。“打心眼
里，真的很知足，女儿过年都
来，在新房吃团圆饭。”陈漱敏
说，现在，他们老两口住得很舒
服，比在岛上生活方便了很多。

而今，陈漱敏回忆起在海
岛的从医过往，曾为一名产妇
接生，她三天三宿没敢合眼，
接生时长期高度紧张，还致使
她心脏不太好，但陈漱敏很欣
慰，也很知足。“虽然有时会遇
到突发状况，但所有大人孩子
都平平安安。”

山东自2015年1月1日起，
对年满60周岁且离开岗位的
乡村医生，给予相应生活补
贴。“每年有8000多元的生活
补助，这是政府对我们一辈子
工作的肯定。”陈漱敏说，时代
在前进，从岛上搬到城里，他
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滨州修表师傅三十七载记录光阴的故事

嘀嘀嗒嗒声声中中““修修补补””时时光光

本报记者 王思雪

曾遭遇BP机手机冲击
行业生存受挑战

说起修表师傅，不少滨州
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渤海国际
南门的老陈修表。今年55岁的
陈延福就是这家修表店的老
板，也是滨州修表界的元老。
37年与钟表为伴，见证了滨州
修表行业的兴衰。“我从小对
修理就很感兴趣，当时觉着修
表这个行业不错，不管什么时
候人们都离不开钟表。”陈延
福18岁开始跟着老家胡集的
修表师傅学习，两年后有了自
己的修表铺。

1992年，手艺慢慢熟练了
的陈延福来到滨州市区，在当
时最繁华的中心商场柜台修
表。“那时候一天修的表都数
不过来，很多顾客就在一旁等
着，每天的中午饭都要下午三
四点才能吃上。”随着时间的
推移，陈延福修过的表已不计
其数，他在滨州也成了小有名
气的修表师傅。在他的带动
下，弟弟陈延珍也加入了修表
的行业。

好景不长,2002年左右,
BP机、手机的陆续出现使钟
表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孤
寂。“手机流行起来的那几
年，我们的日子真不好过，
真是感觉快吃不上饭了。”陈
延福说，那时不少修表摊主转
了行。

2009年前后，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手表又渐
渐成了上班族的必备工具，修
表行业也略微出现升温。“现
在还是不如以前，但是戴好表
的人越来越多，手表更像是一

种身份的象征，不像过去只是
用来看时间。”陈延福说。

靠学习适应手表换代
凭手艺过上好日子

“2008年，百货大楼有家
表店不做了，我就帮我弟弟承
包过来，让他在那开了一家修
表店。”除了弟弟，陈延福的儿
子、儿媳、外甥等8人，也都从
事了修表行业。陈延福最担心
的就是随着时代发展，修表师
傅会逐渐变少，手艺会失传，
所以希望后辈们能把他的手
艺传下去。

近些年，手表不断更新换
代，内部零件也更复杂、更精
细。“修表虽然是个手艺活，但
也需要不断学习，以前在老家
跟老师学习的都是修理上海
表，但在这里各种表都有，遇
到问题就得看看书、上网查查
了解一下。”陈延福说，要想不
被淘汰，就必须在这个行业不
断探索、研究，活到老学到老。

“前几年我还考了技师证书，
一般干这行年数不够是不能
考的。现在滨州修表我算是元
老了，有时候孩子们修不了的
也会送我这里修。”

“如今想想还是很庆幸自
己选择了修表这个行业，比起
在家种地，修表真是算不上辛
苦。”陈延福说，过去虽然一天
要修几十块表，但修一块表也
就挣十块八块，换个电池才三
两块钱。而现在虽然一天最多
修十几块，但人们戴的大多是
名贵的表，修理费也高一点，
挣钱反而比过去容易。陈延福
说，是修表这门手艺让他过上
了好日子，只要社会上还有一
个人需要修表，他就会在这个
行业坚持下去。

“打心眼里说，真的
很知足。”在烟台崆峒岛
做了30多年乡村医生的
陈漱敏，在海岛上接生过
200多个孩子。去年9月，
随着崆峒岛搬迁，陈漱敏
与老伴吕志喜同其他岛
民一起搬进了外迁安置
房——— 崆峒岛小区，改变
之前出行难、就医难、上
学难等诸多不便，住进了
温暖又宽敞的大房子。

▲春节前，老两口在

家里贴窗花。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眼睛戴着改装过的放大镜，手里拿着镊子，他低着头目不转
睛，小心翼翼地打开手表表盘，镊子在如发丝粗细的手表零件中
游走，熟练的动作一气呵成，不一会儿，手表就又响起了清脆的
嘀嗒声。他就是滨州的修表师傅陈延福。37年与手表为伴，见证
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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