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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燕亚男/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 昨天是元宵节，记者
在市区走访了解到，往年市场上
销售火爆的电子灯笼今年卖得不
温不火，不少市民对传统灯笼情
有独钟。

昨天上午，记者在市区开源
路北段及繁荣街与优越路交叉口
附近的批发市场看到，部分商家
把灯笼高高地挂在店门口，供市
民选择。红布面料的大红灯笼、
色彩艳丽的传统宫灯、小猪佩奇
电子灯、风琴纸灯笼等，品种多
样，让人目不暇接。

繁荣街与优越路交叉口附近
一个摊位前挂满了电子灯笼。摊
主表示，大部分都是家长带着孩
子来购买灯笼，10元至25元的生
肖灯笼比较畅销，贵的鲜有人问
津。“灯笼的生意不好做，往年生
肖造型的电子灯笼卖得比较好，
但是这种灯笼利润薄，还容易压
货，放到第二年就卖不出去了，厂
家又不退货，不少商户都不进电
子灯笼了。”

在该路口东侧的一家商户
门口，不少市民在选择传统大
红灯笼。市民张先生选购了一
款 15 元的传统红灯笼。他说：

“我觉得还是这种传统的红灯笼
好看，简单又喜庆，而且这灯笼
还耐摔，孩子不玩还能挂起来，我
比较喜欢。”

店主朱老板告诉记者，店里
今年传统手工灯笼要比电子灯笼
销量好，前几天有学校来批发纸
灯笼，给孩子们做手工用，也有饭
店大批量购买送给客户。传统灯
笼的价格也比较实惠，按照大小
区分，售价从5元到上百元不等，
市民选购的大多是价位在20元
左右的。店里的电子灯笼卖得
少，价格从10元到30元不等，很
多家长感觉电子灯笼不耐摔、价
格贵、容易过时，就不愿意购买。

前来购买灯笼的市民李先生
也说：“传统灯笼的红色代表吉
祥，更有意义一些，你看市区街头
挂的红灯笼就很好看，毕竟是中
国的年嘛，传统灯笼能代表中国
的喜庆。”

元宵到花灯俏传统灯笼更受市民喜爱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2月18日下午，市红十字人
道救援队志愿者杜全甫等接送三位盲人
到平顶山站乘车，赢得了众人称赞。

据了解，当天上午10时许，杜全
甫接到平顶山站工作人员电话，三位
盲人旅客通过12306客服中心求助，
希望能够顺利乘坐K462次列车前往
南京。杜全甫立刻联系其中一位名为
李小鹏的旅客，告知对方，他们将为他
们提供志愿服务。

当天下午3时许，杜全甫与志愿
者赵政国、鲁晓畔、樊晓俐开车前往新
城区西留村，接到了3位盲人旅客，将
他们送至平顶山站。4时35分，车站
开通绿色通道，志愿者护送3位盲人
旅客顺利登上了列车。上车后，志愿
者又协调乘务员把三人的硬座车票换
成卧铺票。乘务员得知三位旅客都是
盲人，又把3张票换成了下铺。志愿
者帮助3位盲人旅客放置好行李才下
车。

据悉，今年春运启动后，市红十字
人道救援队已在平顶山站志愿服务近
一个月，协助车站工作人员处理紧急
情况，每天平均帮扶老弱病残孕旅客
上下车70余次，得到了广泛好评。

春运志愿者接送
盲人旅客坐火车

昨天，一个小女孩在市区优越路一商店挑花灯。

10岁的妹妹茜茜在病房给12岁姐姐婵婵喂水。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本报记者 杨元琪 牛瑛瑛

昨天上午10点，40岁的王向磊
躺在平顶山湛河骨伤科医院二楼一
个病房的病床上，床下堆着三箱治
疗尿毒症的透析液。旁边一张床
上，躺着刚做过肢体矫治手术的大
女儿婵婵，10岁的小女儿茜茜依偎
在姐姐身边。

看着眼前的两个孩子，一直绷
着的王向磊鼻子有点发酸，他想看
着两个女儿长大成人，但不知道自
己能撑到什么时候。

风雨飘零的家

昨天上午，湛河骨伤科医院二
楼走廊静悄悄的，记者透过病房门
上的观察窗望去，王向磊躺在床上，
望着天花板，茜茜趴在姐姐的病床
边，房间内很安静。

“老王，有人来看你们了。”副主
任医师汪盘根推开了房门。王向磊
赶紧起身，下床站起时晃了一下，茜
茜也往姐姐怀里靠了靠。

婵婵时不时弹舌，吧唧吧唧让
人听着很不舒服。汪盘根说：“别在
意，这孩子有脑瘫，现在已经很不错
了。”

今年 12岁的婵婵出生后就被
查出患有共济失调性脑瘫，除了智
力受到影响，她还有严重的运动障
碍。“孩子4岁时在这儿做的手术，
那时她连坐都坐不好。想着回去能
系统锻炼，好好恢复。无奈这个家
庭太不幸了。”汪盘根叹了口气。

王向磊是鲁山县瀼河乡黑石头
村人，村子位于鲁山西部深山区，家
里只有不到一亩地。2010年，为了
让女儿能够站起来，王向磊送婵婵
在湛河骨伤科医院接受了第一次肢
体矫治手术。也正是那一年，王向
磊的妻子抛下仍在襁褓里的茜茜离
家出走，留下父女三人相依为命。
去年，9年没有音讯的她回到家中，
与王向磊办理了离婚手续，然后就
又消失了。

2014年，王向磊被查出患有尿
毒症，本就风雨飘零的家再迎寒
霜。除了要照顾一残一幼两个女
儿，王向磊还要为高昂的透析费用
发愁。

记者面前这个40岁的“老王”
蜡黄干瘦，说话有气无力。他的床
下放着三个纸箱子，记者打开看了
看，里面全是一种名为“低钙腹膜透
析液”的药剂。为了省钱，平时他都
是用这种药品在家自己做透析。

“对于他来说，这是最便宜的透
析方法。”医院办公室主任石铄说。

腹膜透析液每袋30多元，一天
做四次，每次一袋。王向磊说，新农
合报销后，算下来一个月自己花一
千多元，但仍是力不从心。他现在
干不了重活儿，偶尔在村子周边帮
工。两年前，村里给他办了低保，目

前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帮助
这家人，当地政府扶持王向磊开始
搞养殖，现在他家里养了羊和猪。

为了照顾姐姐
妹妹暂别学堂

茜茜现在上三年级，每天放学
后就立即回家照顾姐姐。天气好时
她就搀着姐姐出去转转，还帮着父
亲做家务。

“这是第二次手术了，很成功，但
主要还是看今后的恢复了。要是康
复训练跟不上，还是白搭。”汪盘根
说，婵婵在不断长大，加之运动锻炼
不足，肌张力很大，如果不做这次手
术，她很有可能丧失行走能力。“没办
法，他们家就这情况。老大哥身体
太弱，白天还能搭把手，但不能熬

夜，晚上全靠婵婵照顾姐姐。今天
就开学了，婵婵也走不了。”石铄说。

在记者眼里，小姐妹俩长得很
像，都是蘑菇头。姐姐躺在被窝里，
露出上身穿的红棉衣。妹妹身上的
粉色绒衣上沾着不少污渍，脸有些
黑，头发一缕一缕的。

“茜茜学习咋样？”记者问道。
“唉，不咋着！”王向磊坦言，家里事
太多了，影响了孩子的学业，作为一
个父亲，他觉得愧对女儿。父母年
事已高，身体不好，没法帮着照顾孩
子。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家庭条件也
都不好，只能靠他自己硬撑了。

一年、两年、三年……王向磊不
知道自己的病能撑多久。眼看透析
都负担不起了，他更没想过要换肾，
只想着能挨一天是一天，能多陪陪
女儿就行。

“给你姐倒点水。”听到爸爸的
话，茜茜从床头拿起一个塑料暖水瓶
盖，倒上一半温开水，放下一支吸管，
递到姐姐嘴边。

“连个杯子都没？”记者问。
茜茜和父亲都没有吭声。

“真是连个杯子都没有。第一
天来的时候，我看茜茜捡个塑料瓶
去接热水，瓶子都烫变形了。后来
我们拿来了一次性纸杯，他们放着
没有用。”石铄说。

自尊自爱，赢得尊重与援手

“咱们都有孩子，看着孩子受
罪，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尽最大
能力，能帮则帮。”湛河骨伤科医院
院长王艳钊说，2月11日，婵婵接受
了手术，一般术后要住院一周。考
虑到他们家的条件太差，医院安排
了三人间给父女仨单独使用。这样
婵婵能再医院多住一周时间，争取
恢复好了再回去。

前后两次手术，医院都为孩子
争取到了中国残联发起的贫困儿童
抢救性康复项目的帮扶，减免了医
药费用。现在，医院食堂还为父女
三人免费开了小灶，保证每顿饭都
端到病房。考虑到茜茜今后的上学
问题，医院准备为她成立助学基金，
帮助她完成学业。婵婵回家后，医
院还要定期安排医护人员上门进行
康复指导。

“我们的能力有限，希望大家都
来帮帮这家人。”王艳钊说，婵婵入
院以来，王向磊从未向任何人提过
要求，对于大家的帮助，他总是以谢
来回应。他们虽然有困难，但不向
生活低头，不去怨恨任何人。正是
这种精神感动了他们，让他们愿意
伸手去帮一把。

整个采访过程茜茜没有说一句
话，她一直趴在姐姐身边，时而拉拉
姐姐的手，时而摸摸姐姐的脸，或者
是两人面面相对，会心一笑。姐妹
俩单纯的眼神，让人感到生活的美
好和莫名的心痛。

元宵佳节，父女仨在病房里度过
父亲罹患尿毒症，10岁妹妹照顾术后的脑瘫姐姐，面面相对即是无声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