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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务人
员正为一名感冒患者检查呼吸道。

据该卫生服务站医师贾廷明介绍，近期，我市昼夜温差较大
且空气干燥，老人、儿童等体质较弱的人群容易患上感冒、哮喘、
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疾病。他提醒市民及时增添衣物防止着
凉，多喝开水，保持居住环境的空气湿度，以保证呼吸道的湿
润。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天干物燥，谨防感冒

□本报记者 牛超

“你们晚报能不能帮帮我
们社区一对老夫妇？他们太可
怜了。”近日，新华区矿工路街
道乐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洪亮
拨打记者电话，希望给陈金玲
和樊有书夫妇“订制”温暖。他
说，夫妻俩一个患食道癌，一个
患脑梗和哮喘，生活非常困难。

68岁的陈金玲家住乐福小
区18号楼。昨天上午，记者在
她家看到，两室一厅的房子还
保留着20年前的“风貌”——
浅黄色的木板门、客厅天花板
上悬着一个吊扇，厨房连门也
没有。屋里一股药味，木头茶
几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药瓶。

“我们1995年搬进来时房
子就这样，没钱装修。”70岁的
樊有书说。客厅的沙发破了，
陈大妈买了块布补补。屋里仅
有的两把椅子也是陈大妈在外
遛弯时拾的。

3 年前，樊有书被确诊患
上了食道癌，做了手术后只能
吃些流食，药更是天天吃。陈
金玲患上了脑梗和哮喘，采访
期间，她不停地咳喘，让人觉得
气都要上不来了。“不敢遇到冷
空气，不能慌，都 20 多年了。
前年过年时，她突然一头栽到
地上，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抢
救，说是脑梗。”樊大爷说。

樊有书是平煤神马集团退
休工人，每月有1000多元的工
资，“但这连药都顾不住。”女儿
有肾病无力照顾他们，目前，老
两口和儿子一家三口挤住在一
起。“儿子没有正式工作，当装
卸工，挣的钱能顾住他们三口
就不错了。”老人说。

为了补贴家用，天好时，两
位老人会结伴到附近转悠，拾
些空瓶子、废纸卖。

“多亏有社区的照顾，我们
才过得下去。”樊大爷说，老伴
儿有低保，每个季度可以去爱
心超市领些生活用品。记者问
他们有什么心愿，两位老人互
望一眼后，樊大爷小声说：“能
不能给老伴儿一件御寒的羽绒
服？她不能受寒，现在的衣服
都太薄，街上卖的衣服太贵，我
们买不起。”“给他条厚被子吧，
我咳得厉害，他在阳台上睡，
冷。我们家没厚被子，仅有的几
床被子也都是一二十年前的。”
陈大妈打断了樊大爷的话。

“闺女，我问一下，能不能
再要一袋面？”记者临走时，陈
大妈突然说。“面？”记者感到很
奇怪。“我们领的面不够吃，买
馍太贵，要是能给袋面，我们可
以蒸馍吃，不是可以省些钱
吗？没有就算了，你们别为
难。”见记者有些迟疑，陈大妈
连忙说。

陈金玲夫妇：
想要件暖和的羽绒服或一床棉被

□记者 库艳敏

本报讯 11月 19日下午，一位老
年女士掂着一个大塑料袋来到本报
热线办公室。这位女士说，袋子里装
的是手工缝制的棉袄、棉裤和大衣，
没怎么穿过。她要把这些衣服送给
宝丰县的宋月英老人。

记者看到，棉袄活里活面立领，
蓝色缎子碎花面，内衬用扣子镶着，

非常精致。棉裤是深蓝色，外可罩单
裤。大衣是蓝色的，带毛领。

昨天，记者电话联系老人得知，
老人姓张，今年 66 岁，是名退休教
师。她从晚报上看到，宝丰县姜湾社
区的86岁老人宋月英失去了老伴儿
和儿子，急需一件棉衣，她正好有，就
拿了过来。家人都很支持她。张女
士说，这些衣服是母亲亲手给她做
的，已经放了十多年，她一直精心保

存，没怎么穿过。张女士的母亲是个
老裁缝，今年已经80多岁了，身体很
好。

张女士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
记者了解到，她曾参与过本报今年的
助学活动。本报工作人员当即帮她
联系宋月英老人，得知老人个子比张
女士稍高，衣服不大合适。张女士把
衣服放在了本报热线办公室，“看情
况，谁穿着合适就给谁。”

张女士送来母亲手工缝制的棉衣

□记者 库艳敏

本报讯 平顶山晚报、市妇联、
市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的“温暖订
制”公益活动引燃了市民的爱心。昨
天下午，市民于女士怀抱着一床被
子、两手分别提着一个手提袋，气喘
吁吁地来到本报 5 楼热线办公室。
她说，这些是 11月 19日本报发布的

“爱心订单”需要的东西。工作人员
请她歇会儿，可她放下东西就走。

记者随后联系于女士得知，11月
19日，她从晚报上看到鲁山县尧山镇

新庄村残疾孤寡老人胡老偏想穿新
棉袄、宝丰县肖旗乡丁岭村 13岁女
孩徐柯迪想要双棉鞋和手套、郏县安
良镇狮王寺村73岁残疾村民席天根
想要床被子的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
味。她说自己在农村长大，现在家里
生活也只是中等水平。“人家生活确
实困难，咱好歹比他们强点儿。”于女
士说。

当天，她和丈夫商量帮助胡老
偏等人，丈夫十分支持：“你给他们买
吧，想买啥买啥，大不了我少抽条烟，
你少买件衣服。”于女士拨打本报热

线咨询了胡老偏棉袄的尺寸，利用两
天时间为他们采购了衣物。

记者看到，这些衣物有她给胡老
偏买的棉袄，担心穿着肥大，她又给
老人买了件保暖毛衣。她给徐柯迪
买了一双棉鞋、一单一棉两双手套，
还有袜子。她还把家里的新棉被给
席天根老人抱了一条，专门买了个新
被罩罩上。

昨天下午，于女士的丈夫开车将
她送到报社。“有点儿晚了，我看已经
有人给徐柯迪买鞋了。”她说。不过，
只要有人需要，送给其他人也可以。

于女士抢了19日的
全部“爱心订单”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段老，这是给您申请的医疗
救助金。不要担心钱，好好看病。”

“我好了后……我给你们……
磕头！”

11月 19日下午，躺在湛河区轻
工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床
上，91岁抗战老兵段德力眼角带泪，
艰难地说出了这句令人心酸的话，
现场志愿者顿时泪奔。

近日，老兵段德力因心肺功能
衰竭入院，由于家境困难无力支付
医疗费。《新周刊》创始人孙冕先生
接到我市志愿者的申请后，迅速通
过无冕爱心网汇来明星柯蓝的捐款
15000元。

段德力老人家住叶县叶邑镇段
庄村，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国民党第
二十九军91师 272团的一名战士，
曾参加豫中会战等多场战役，被炮
弹所伤，致右脚趾变形。段德力老
人的老伴儿及儿子早已去世，近年
来，他与儿媳一直跟随孙女段云平

在湛河区高阳路街道召村生活。段
云平对爷爷很孝顺，不幸的是，她的
丈夫4年前因癌症离世，她一个人
要扶养两个正上学的孩子和两位老
人，生活很艰难。段云平的母亲张
趁已65岁，靠每天扫马路赚点钱来
补贴家用。

关爱抗战老兵平顶山群的志愿
者史文召告诉记者，志愿者去年在
调查探访中，核实了老兵段德力的
资料，为他申报了关爱抗战老兵网
的公益基金，每月为老人发 500元
救助金。近日，他前往段云平家为
段德力老人送助听器时，得知老人9
月中旬因心肺功能衰竭住进了医
院。由于担心花费高，老人不愿入
住市区的大医院，一直在轻工路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

了解到老人家中的困难情况
后，史文召拨打孙冕先生的电话，为
段德力老人申请医疗救助金。

孙冕先生得知情况后，立即在
他的爱心团队——无冕爱心网中
倡议捐款，得到明星柯蓝的支持，

首批汇款15000元已汇至关爱抗战
老兵平顶山群的公益账户。几天
前，史文召已为段德力老人送去
6000元。

11月 19日下午，记者跟随史文
召、绿太阳、苹果王、彩虹糖等几位
志愿者一起来到轻工路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看望段德力老人。
老人躺在病床上，神志尚清，孙女
段云平及儿媳在病房陪护。史文
召再次送来6000元医疗费，老人及
孙女感动落泪。

几位志愿者劝老人转至市区的
大医院治疗，“不要担心费用问题”，
但老人一直摇头，说自己的病已轻
了不少。他还对孙女说：“要不了多
长时间，我就会干活了。”段云平一
边擦泪一边说：“爷爷以前身体很
好，整天给我拾柴烧火，还到地里翻
红薯秧。”

段云平希望通过晚报向孙冕先
生及柯蓝女士表示深深的感谢，同
时感谢我市志愿者对爷爷的关心和
帮助。

91岁老兵段德力患病住院
明星柯蓝捐款15000元

今日订单

关爱抗战老兵暖冬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