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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芯烊（十岁三年级）素描静物“我又看见了！太好了！谢谢医
生，也谢谢我的好孙儿们……”15日上
午8时，克旗蒙中医院眼科主任郭阳一
揭下98岁高龄陈奶奶右眼的纱布，老
人的眼睛就一亮，让老人激动地语无
伦次，陪伴她伺候她的孙女女婿们也
异常激动。

陈奶奶是宇宙地很黑村的一位村
民，在黑暗中生活了十几年，平时只能
通过说话的声音辨别位置，在黑暗里
摸索了十几年，这位近百旬老人在克
旗蒙中医院眼科终于重见光明了！

12月12日，陈奶奶在两个孙女女
婿的陪伴下，慕名来到克旗蒙中医院
眼科主任郭阳的办公室，陈奶奶的孙
女女婿对郭主任说：“我们村里的人就

在这医院做的白内障手术，非常成功，
我们听说了以后，马上就来找你了。
奶奶失明十几年了，无论多难，我们也
想试一试。”随即，郭主任对陈奶奶进
行了眼底检查、心肺功能检查等多项
术前常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因为
老人年龄大，全身条件差，器官已老
化，尤其是心肌缺血，患者心功能差，
手术中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陈奶奶
又如此高龄，失明多年，眼底因浑浊的
晶体挡住了无法看到，术后效果无法
预测。

郭主任针对这一系列情况，邀请
内三科主治医师王丽娜进行会诊，制
定了严谨详细的手术方案，于14日下
午，对陈奶奶进行右眼白内障手术，手
术非常顺利，仅仅 15分钟就完成了，
陈奶奶被医生抱出手术室回到病房休
息 。 老 人 术 后 第 一 天 视 力 达 到 了
0.2，术后第三天视力达到0.3。

医患同心共创奇迹，在黑暗中生
活了这么多年，突然间，整个世界都亮
了。我们相信，迎接陈奶奶的将是更
美好的晚年生活，也祝愿这个大家庭

永远幸福、快乐、平安！
据了解，陈奶奶将于2个月后来院

进行左眼白内障手术。
18日早上，笔者得知陈奶奶要出

院时，来到病房，陈奶奶的孙女女婿
说：奶奶今年 98岁，在（克旗）蒙中医
院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能看清楚了，
（奶奶）在 80岁左右白内障比较严重
了看不清东西，全靠摸。

据眼科主任郭阳介绍：白内障是
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我国是白内障
的“重灾区”，为此，白内障近年来成为
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手术是唯一
有效的治疗白内障方法。

奇迹出现！98岁老人重见光明
■吴虹阳

叶秀兰照顾老人 摄影 师研

本报讯（通讯员 崔志敏）1月 6
日上午，土城子镇开展“母亲邮包送
温暖”活动，镇村妇联执委、镇扶贫办
工作人员、巾帼志愿者们带着上级妇
联组织对贫困母亲的关心，采取入户
走访的方式将旗妇联发放的“母亲邮
包”送到哈巴其拉村三位贫困母亲手
中，表达旗、镇、村三级妇联娘家对贫
困母亲的关怀、关爱。

镇巾帼志愿者对母亲邮包项目
及使用方法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鼓励

受助的贫困母亲将“母亲邮包”的内
涵传递给周围的妇女同胞，发扬自强
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实际行动
来感谢社会的关爱。邮包内装有急
救药箱、毯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旨
在帮助贫困母亲解决生活中的一些
实际困难。

土城子镇妇联将继续引导贫困
家庭提高生活质量和安全健康意识，
为改善贫困母亲生活状况、提高贫困
母亲生活质量作出积极的努力。

“母亲邮包”温暖贫困母亲

本报讯（陈熙音 苏龙嘎）1月 6
日，旗妇联分别为达日罕乌拉苏木贵
恩格日嘎查和土城子镇哈巴其拉村
的5位贫困母亲发放了“母亲邮包”。

“母亲邮包”是由全国妇联主办，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承办，以中国邮
政开启的邮政绿色通道为服务支撑
的公益项目。每套“母亲邮包”价值
500元，内含母亲邮包暖心包、家庭

包，装有日常生活必需品、御寒衣物、
家居用品等，旨在帮助贫困母亲解决
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提高安全健
康意识，传递社会温暖。由于今年冬
季雪大，农牧民出行不便，与外界联
系减少，母亲邮包给牧区贫困母亲送
去了外面世界的温暖！也盼望爱心
人士再多一些，让暖心包覆盖更多的
牧区贫困母亲。

旗妇联
开展“母亲邮包”发放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苏龙嘎）12月
30日，旗妇联对2户贫困“两癌”患者
进行回访，并就“农村贫困母亲两癌
救助”工作进行宣传。

“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是全国妇联、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设立的专项公益救助
项目。今年以来，旗妇联组织各级妇
联干部通过对农牧区贫困母亲“两
癌”调查，共筛查出 33名患者，并争
取到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金 33万
元。考虑到雪后交通不便及贫困母
亲的身体状况，旗妇联简化程序，及

时将救助金通过转账方式直接转给
33位受助人。为了进一步落实好此
项资金发放工作，让贫困“两癌”患者
能感受到“娘家人”的关心、社会的温
暖，旗妇联对2户救助的贫困母亲进
行回访，详细了解其是否按时收到

“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资金，询问其病情、家庭生
活等情况，并勉励患病妇女要克服消
极恐惧心理，积极乐观面对生活，把
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化作战
胜疾病的力量，重塑坚强的人生。

旗妇联
回访“两癌”贫困母亲

20年的美好时光、精力和年华都
献给了敬老院的老人，她用自己的善
良和真情温暖着、陪伴着那些“五保”、
孤寡、病残、患有精神障碍老人最后的
夕阳岁月，谁能算得清她付出的心血、
汗水和耐心。她是第六届赤峰市道德
模范、第二届克什克腾旗道德模范，经
棚镇三义敬老院护工叶秀兰。

新兵上岗多年练成全能手
叶秀兰于 2000年进入三义敬老

院工作，刚接手这个工作时，除了护工
知识要学习外，还要掌握基本的老年
人心理抚慰、医疗保健、护理医学等方
面的知识，她勤学肯干，靠着耐心很快
掌握了工作技能，从一个新兵变成了
多面手。护理病人、常见病防治她都
有一定的办法，还学会了量血压、输液
和打针。她从不歧视、放弃任何一位
院民，经常和老人们谈心和沟通，不知
不觉成为了这些老人的闺女和精神支
柱。那时候护工只有她一个人，工作
人员也不够，她仅仅当“护理员”，还主
动承担起“勤杂员”、“服务员”、“种植
员”的职能，她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在
院周围种园耕地，组织有劳动能力的
院民开展种植、养殖等生产活动，按节
气轮种瓜果蔬菜，丰富老人食谱菜
单。有的老人高兴的说，我都长肉了，
我第一次有家的感觉、有家人的温暖。

助老敬老全心奉献半生情
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几十位情

况各异的孤寡老人又需要怎样的爱心
和勤劳呢？要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照顾好需要付出多少辛劳，有常年卧
病在床的，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吃饭要
喂，拉撒要接，都是高龄老人，大小便

经常不受控制，拉尿在衣服上那是常
事，也有的老人精神状态不好，意识不
清晰，有时恶语相向，有时烦躁不安，
虽然日日伺候在侧，却也时常不被认
知和认可，叶秀兰不但付出大量的体
力精力，还要承受较大的精神和心理
压力。即便如此，她也毫无怨言，从无
退缩之意。在叶秀兰的照顾下，无论
是什么病情的老人，她总是不厌其烦
的为他们整理好仪表，保持衣服干净
清爽。有的智力障碍院民偷跑出去，
叶秀兰就挨个村组村民打听，直到找
到他们并把他们安全送回才放心，诸
如此类，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几十位
老人没有给予她任何情感基础，她却

像有几十位父母一样承担了子女之
责。

多年前，73的张启老人生病，住院
期间，叶秀兰和她的丈夫轮流守候，在
老人病危弥留之际，叶秀兰像敬奉自
己老人一样在床前守候了五个昼夜，
老人临终时紧紧拉着她的手泣不成
声：我虽然无儿无女，你比我亲闺女还
亲啊！已有 30多位老人在叶秀兰的
照料陪伴下走完最后的人生。叶秀兰
在这个平凡的岗位兢兢业业，把敬老
院当成自已的家，把院民当成自己的
亲人。敬老院袁院长由衷赞叹，“她做
事又勤力又细心，待人和气有耐心，这
么多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人们都

很信任依赖她，非常令人尊重和敬
佩。”

无私坚守廿年传递德善行
在敬老院工作的20年，她没有因

为自家的事耽搁一天，没有因为怕脏
怕累嫌弃这份工作。亲属让她换个
工作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她
说“这么多年了，和敬老院有感情了，
离不开这些老人了”。这20年，她的
生活重心全放在了这些孤寡老人，家
人生病没悉心照顾过，子女生小孩没
帮助带过一天，她错过了大部分家庭
中细碎却又不可复制的珍贵时光，一
茬茬的老人来了又去，叶秀兰依然在
敬老院里，像阳光一样温暖着他们的
生活。

有人以为这是一份工作，有薪酬
有待遇，做得到是本分。可是十几年
来叶秀兰的工资不过是 1000元左
右，没有保险没有额外福利，一个人
伺候着 30 多位老人。有人说她

“傻”，别说30个老人，在距离三义敬
老院20分钟车程的旗里，这样的护工
伺候一个老人月工资就能达到 2500
以上。叶秀兰说“开始做起来，就有了
感情了，没想过钱多少，农村人都够
花。”

叶秀兰，她虽然无惊天动地之举，
却有水滴石穿之毅，她用行动诠释了
当代女性的坚毅和美好。20年的风
雨，她心里的爱就这样在不变的敬老
院和老人那渐渐流逝的岁月两端温情
流淌着。

叶 秀 兰 绘 出 最 美 夕 阳 红
特约记者师砚

本报讯（通讯员 宋睿欣 张晓
慧)1月2日下午，经棚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开展了职工知识竞赛活动，以此
提高广大职工专业技术水平，培养团
队合作意识。

竞赛内容包括三基三严、基本公
共卫生、基本医疗等知识。竞赛分闭

卷答题和抢答两个环节，闭卷答题采
用百分制形式，按照抽签顺序进行答
题，由竞赛领导小组统一判题，现场
打分。进入 90分人员进入抢答环
节，最后根据个人综合成绩评出一、
二、三等奖，并予以表彰。

经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举办职工知识竞赛

本报讯（通讯员 丛佳静）12月
30日，旗总工会在旗社会保险保障
局内设置的“爱心妈咪小屋”正式启
用，这是总工会实施女职工关爱行动
的新举措。

“爱心妈咪小屋”装饰风格以童
趣为主题，面向镇区全体孕期、哺乳
期女职工。小屋分游乐区和自助办
公区2个区域，内配置沙发、桌子、婴
儿尿布台等设施设备，并免费提供纸

抽、婴儿湿巾、清洁棉、防溢乳垫、爽
身粉等贴心用品。大大减少了女职
工带娃外出办公、办事带大包小包的
烦恼。

“爱心妈咪小屋”开放时间为工
作日8：30至17：30。保洁人员每天
对“爱心妈咪小屋”进行全面保洁，并
定期进行设备或物品的保养维修及
更换。

旗总工会
“爱心妈咪小屋”正式开放

本报讯（通讯员 任智颖）12月
30日，萃英社区区域联合党委成员单
位广电网络克旗分公司联合萃英社
区团支部对社区12名留守儿童开展
送温暖慰问活动。

在活动中，领导们询问了孩子们
学习、生活情况后，为孩子们送上了
慰问金和节日的祝福，勉励孩子们自
立自强，健康快乐地成长。 此次慰

问活动不仅给留守儿童带来了物质
上的关怀，更送上了精神上的鼓励，
通过关爱和陪伴，给予留守儿童心灵
上的慰藉和大家庭的温暖。长期以
来，萃英社区在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开
展志愿服务，倡导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用爱心、关心、责任心关注关爱留
守儿童。

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

旅店业在克什克腾旗经棚有悠久
的历史，旧时经棚旅店业分为开货店、
驼店、马店和炭店。开货店有东盛店、
兴顺店、同顺店等，马店只白永生一
家，许多旅店到解放前夕，多已倒闭。
新中国成立之初，车马店又活跃起
来。有马长廉家的东店，还有一家较
大的南店，靠近南河套。1956年公私
合营时，经棚镇几家店合营，称“中合
店”，该店以接待农村牧区畜力车为
主，也称之谓骡马大车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棚人民公
社在河西大桥西建立了ー个公社旅店，
由人民代表、回族老人张平文筹办，规
模不断扩大。来自全旗各公社、生产
队的赶大马车的人都喜欢住这里，因
为这里住宿费最低，住一宿只收三毛
钱，院子大，便于大马车出进。两排平
房都是对面大通铺，也就是对面炕，一
个屋可住几十个人。功能也比较齐
全，有马车棚、马棚，有卖草料的。后
来该店又在对面的河套大坝旁圈占了
一大片地方，除了放骡马车外，还有草
垛，就是冬季储备的草料。该店经理
改为转业军人朱合，他经营有方，这个

公社旅店生意十分兴隆。
张平文是旗人大代表，非常关心

群众疾苦，把一些没有职业的人员招
到大车店里来打更、烧水等，其中李富
贵就在店里打工多年。回族职工石玉
清在这里任会计及服务员多年，她为
人忠厚，又是回族剪纸艺术高手。她
从事剪纸艺术60年，《红山晚报》曾用
半版介绍给广大读者。

张平文老先生别看任经理，但他
从未放弃劳动本色，每天一早就打扫
店里卫生，帮助来往客人经营货物。
我曾在 70年代末，分别在《内蒙古日
报》《赤峰日报》（原昭乌达报）《宁夏穆
斯林》杂志介绍过他的先进事迹。

“文革”时这个经棚公社旅店更名
为“景峰工农旅店”。之后根据这个车
店的名称，成立了经棚公社“工农造反
大队”，有两位人物成了“造反大队”的
领导。当时把很多单位冠以“工农”两

字，就连几所小学也被改为“工农小
学”。“文革”后一切都云消雾散，景峰
的名又改回经棚，一小、回小等也恢复
了原名。这个旅店随着克旗公路的发
展，汽车增多，旅店的生意也萧条起
来，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骡马
店基本消失，而国有、集体、个体旅店
迅速发展。宾馆、饭店、酒店、旅馆相
继出现，镇内大小旅社星罗棋布。河
东的“红卫旅店”更名为“经棚旅店”，
配有大型的“经棚饭店”，统归旗饮食
服务公司管理。旗政府招待所的平房
也改成楼房，成为克旗政府大型宾
馆。镇内的平房小旅馆多是平房，每
个房间都不大，设施较差，没有卫生
间，半夜解手要到店外面的公厕，更别
说有暖气或空调了。但价格低，住一
晩上也就几元钱。

小旅店的设施落后不能满足顾客
的消费需求，城市改造中大片空地上
的过去骡马店及小旅店，成为拆迁改
造的目标。也有人乘机建了许多平
房，占为己有。一座座高楼取代了小

旅馆，也有些旅社自主改建，鸟枪换
炮，拆了平房盖起了楼房，有的变成了
大酒店。少数高档适应潮流的星级饭
店也相继出现，适应了时下快速发展
的旅游业。

那些度过艰苦岁月的骡马大车
店，那些曾备受欢迎价格便宜的平房
小旅店，因早不适应时下的潮流，完成
了自身使命后便自动退出了历史舞
台，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让人耳目一新的农村、牧区平
房（含蒙古包）小旅店正悄然兴起。那
些“农家乐”、“牧家乐”让城里人和外
地游客流连忘返。设施齐全，各具特
色，集旅游、采摘、休闲、娱乐于一体，
和过去的平房小旅店有着天壤之別。
这也是新农村牧区的一景吧

消失的家乡车马店
∕马守喜

道德模范风采

温暖母亲包 摄影 苏龙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