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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库艳敏

本报讯 自去年单独二孩政
策实施以来，是否再要一个孩子
成了不少人热议的话题。记者昨
天从市人口计生委获悉，去年我
市共受理2072对单独夫妇生育
二孩的申请，目前办结的申请有
1966对，其余则因申请较晚受办
理时限所致暂未办结。

昨天，市人口计生委发展规
划与信息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前
几天身边的一个熟人终于打算要
二胎了，小两口都是公职人员，男
方是独生子。说起为何急着要二
胎，男方大松一口气说：“俺岳父
说了，只要俺生了，不用俺管，他
们管！”

有人愿意要二孩，也有人不

愿意再要一个。
市民张先生和妻子都是独生

子女，儿子已5岁，双方父母都是
干部，家境相对富裕。即便这样，
张先生和妻子也表示不打算再要
孩子了。“双独放开时，俺都符合
政策，俺俩没啥想法。”张先生说，
如今两人还是没打算再要孩子。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单位里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政
策的职工不少，目前仅一人生育
了二孩，其他的还都在犹豫。

据了解，单独二孩政策从
2014年初开始陆续启动实施，国
家卫计委2015年1月12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底，大概
有100万对的单独夫妇提出了申
请，目前新增出生人口低于官方
预测。

市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
息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6月
17日，我市发放了首个单独二孩
生育证。去年，我市共受理2072
对单独夫妇生育二孩的申请，目
前办结的申请有1966对，其余则
因申请较晚受办理时限（50 天）
所致暂未办结。“普遍二孩”的生
育意愿并不是很强烈，主要原因
在于成本太高，负担不起。

为准确掌握单独二孩生育情
况，及时调整生育政策，省卫计委
要求各地实行周报制度。从去年
6月我市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以来，市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
信息科的数字显示，第一周全市
共受理62对夫妇申请，第二周，
数字累加至 188对，之后的申请
数字依次是 274、406、501、606、

687、799、966、1053、1166、1211、
1257、1319、1362、1408……2072。

该科的数据分析表明，起初
政策知晓人较少，申请人数较少，
后来随着政策知晓的人增多，申
请人数逐渐增加，达到一定峰值
后又趋于平稳，每周增加50对左
右。

这位负责人说，预计2015年
全市单独生育二孩的人数将多于
2014年。值得一提的是，提出单
独二孩申请的多集中在城区，县
区和农村相对较少。

从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实施
以来，人口增速并不明显。2014
年 1月至6月单独二孩政策未实
施期间，我市仅受理双独夫妇申
请生二孩56对，最终生育的仅32
对。

去年我市2072对单独夫妇申请生二孩
办结申请1966对，其他因申请较晚暂未办结

◇车牌号为豫 DT1865 的出租
车司机捡到一个袋子，内有丁银志
的营业执照、公章等物，请失主拨打
电话13619827188联系认领。

◇车牌号为豫 D82820 的 3 路
公交车司机沈凯丽捡到市民申女士
的钱包后主动归还，失主通过晚报
表示感谢。

◇车牌号为豫 D59919 的 18 路
公交车司机田师傅捡到市民李先生
的文件袋后主动归还，失主通过晚
报表示感谢。

留言台

□本报记者 王春霞

1 月 13 日下午，市第一人民
医院病房大楼14楼，一场特别的
迎新春联谊会正在走廊里热闹举
行。联谊的双方，一方是该院内
分泌代谢科的医护人员，另一方
是几十名糖尿病患者。

一个电话号码引发
的话题

第一个节目是“戴眼罩画五
官”游戏，几位糖友自告奋勇上
台。85岁的糖友林瑞云坐在椅
子上，边看边用手机拍照片，然后
发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

“这么大岁数还这么潮。”记
者与林老先生聊起来，他却拐了
话题：“我一直想给记者说一个关
于电话号码的事情。”

“什么电话号码？”
“就是大夫主动把自己的电

话号码留给患者，以前有个别大
夫，患者跟他要，他都不给的。”

经了解，林老先生是市医药
公司的退休职工，患糖尿病已20
多年。最近几年，每年冬天，他都
会到医院住上一段时间，调理自
己的病。他发现这个科的大夫，
特别是田勇大夫，每次出院都会

为病人送上一份书面的“出院医
嘱”，而且附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田勇还会提醒一句“这上面有我
的手机号码，有疑问可以打电
话”。

“这个号码体现了大夫的责
任心，也体现了大夫与患者的感
情。”林老先生说，“大夫平时都很
忙，有的患者（打电话）不分白天
晚上，不是增加大夫的负担吗？”

他接着说：“我手机里一直存
着他的号码，虽然没有打过，但一
看到这个号码，总感觉心里热乎
乎的。”

“为什么没有打呢？”
“因为考虑到大夫那么忙，等

确实遇到困难了再打，互相理解
就好。”林老先生此次已经住院17
天，当天准备出院。

他说：“这里的护士一声爷爷
奶奶，叫得很亲切，就跟自己的孙
女一样。每次查完血糖，护士会
主动到病房告诉你检查结果。医
生也讲得很细，有问必答，不问也
讲，这样的医患关系能不好吗？”

“病人对我的信任就
是最大的收获”

是不是内分泌代谢科要求大
夫把私人电话留给患者呢？

对此，该科主任王俊宏说，他
们只是要求大夫为每位患者出具
出院医嘱，向每位患者公布科里
的固定电话，大夫的私人电话是
否留给患者则是自愿的。

林老先生所说的田勇大夫也
在联谊会现场，他刚刚还给糖友
们讲了一些预防并发症的注意事
项。田勇身穿白大褂，戴着近视
镜，文质彬彬的。

“田大夫，糖尿病足发病前有
啥症状？我这几天脚趾疼。”记者
正想上前搭话，一位老先生抢在
前面问道。

“哦，脚趾有没有破损？平时
脚有没有发凉的感觉？”

“没有。”
“没有的话，可能是糖尿病引

起的周围神经病变，平时穿袜子
不要太紧……”

田勇操着湖北口音，与老先
生温和地聊着。

等老先生满意地离去，记者
才亮明身份，询问起电话号码的
事情。

“你给你所有的患者都留你
的电话号码吗？”

“是，这些人都是慢性病，我
会把手机号附在出院医嘱后面，
24小时开机。”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给病人

留手机号的？”
“从2006年搬到这个病房大

楼上吧。”
“病人可能不分时候给你

打来，你在忙或者在休息怎么
办？”

“确实有这种情况，有时候正
在查房没时间接，我会随后再回
过去。有时夜里 10点还有病人
打来电话咨询。”田勇说，印象最
深的一次，一个病人重复注射了
胰岛素，很担心地打过来询问，他
就告诉对方进食一些甜食，注意
一小时测一次血糖，防止出现低
血糖。

“你会不会觉得麻烦？”
“既然把电话号码给病人了，

就不能嫌麻烦，要不然还不如不
给。”

“留电话号码为你带来了什
么？”

“病人对我的信任就是最大
的收获。现在的医患关系缺乏的
就是信任，病人住院就来找你，你
肯定得负责到底。”

记者了解到，2003 年，田勇
从湖北医药学院毕业后来到我
市，一直在市一院内分泌代谢科
工作。他开始使用手机时的手机
号一直没换过，这些年至少给上
千个病人留过。

患者出院时，他总是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并嘱咐有事随时打电话
有患者说，自己存了号码却一直没打，但看到这个号心里就热乎乎的

一个电话号码暖了无数患者的心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昨天，团市委、市希望
工程办公室举办的“温暖冬天，点亮
梦想”活动首站走进鲁山县辛集第
一小学，为该校 317名小学生送去
了围巾、帽子、手套、羽绒服、棉门帘
等保暖护具。

昨天上午10时许，满载保暖护
具的车辆驶进鲁山县辛集第一小学
院内，在该校教职工的帮助下，团市
委工作人员将厚厚的包裹一件一件
地卸下车，并利用课间举行了一个
简短的发放仪式。

“哇！好漂亮，一定很暖和。”孩
子们看到爱心包裹里的东西后，纷
纷睁大眼睛，露出欢喜和渴望的神
情。

据团市委工作人员介绍，当天
共运来棉手套620双、帽子620顶、
围巾 620条、羽绒服 50件、棉门帘
20条，除满足辛集第一小学317名
学生的需求外，其余将交给共青团
鲁山县委分发给该县其他小学。

据了解，为保证我市乡村小学
生能温暖过冬，团市委去年底启动
了“温暖冬天，点亮梦想”活动，目前
已筹集资金20万余元，购置帽子、
围巾、手套各3300余套，羽绒服100
套，最近几天将陆续发送到全市乡
村小学生手中。

团市委为鲁山小学生
送去温暖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这书包真好看！”1月
14日上午，在郏县堂街镇李庄小学
会议室，收到县城一家餐馆老板李
占显带来的爱心礼包，贫困学生李
成通高兴地说。

据了解，李占显出生在郏县李
口镇的一个小山村里，因家境贫寒，
中学毕业后他就外出学习厨艺。十
几年前，李占显在郏县县城开了一
家餐馆。多年来，他一直热心于社
会公益事业，得知李庄小学不少孩
子连书包都没有后，他买来书包、作
业本、文具盒、彩笔等学习用品和手
套、袜子等生活用品，送给这里的贫
困学生。

当天上午，李占显与好友张新
耀一起来到李庄小学，给李成通、郭
婉心、郭佳龙等30名贫困学生送去
了爱心礼包。“以前没钱上学，现在
我过上好日子了，为孩子们做点事
是应该的。”李占显说。

个体老板情暖学童

30名贫困生
收到爱心礼包

1 月 14 日上午，市区南环
路中段，市园林处工作人员为
绿化带内的小叶女贞浇水，以
缓解旱情。

据了解，去年 12 月以来，
我市未出现有效降雨，为确保
绿色植物顺利越冬，近日，市园
林处对市区主干道绿化带和游
园内的植物进行补水浇灌，以
缓解旱情。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喝饱水 好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