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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夫妻为邻居们方便，20 年来“身兼数
职”——邻居树下乘凉，他们当“剪刀手”帮忙修
树；邻居家里有东西要修、有刀要磨，他们家就
是“修理站”；明明自己也年近七旬，却还经常帮
岁数更大的人抬重物，成了夫妻“搬运队”。

有人好奇：你们两口子给邻居出了这么多
力，社区给钱吗？马万库、杨玉青回答：我们不
挣钱，要说赚，那赚的就是一份能给人帮上忙实
现自己价值的好心情。

为方便大家乘凉
修剪社区里的树枝

“这个树每年得修两遍，6月份左右的初夏
修一次，等着上秋了再修一回就行了。”前几天
下了雨，这天阳光正好，马万库、杨玉青夫妻俩
便找出了自己购置修树的大剪刀和笤帚等出门
了。开春以后，小区附近近20棵树的枝条长长
了不少，现在有不少邻居平时在树下乘凉，他们
准备去把树木修剪一番，方便大伙乘凉。

夫妻俩分工明确，马万库修剪枝条，杨玉青
则负责清扫剪下来的树枝。马万库修剪树枝时
眼睛里进了灰尘，杨玉青帮忙吹了出来。有邻
居看到了感叹：你们两口子心眼真好，也不是自
己家的事还这么上心，怎么也不戴个帽子？夫
妻俩也不在意：没事儿，干完了回家洗洗就行。

用了整整一个下午，这对年近七旬的夫妻
将小区附近的树都修剪得差不多了，杨玉青看
着一棵棵规整呈伞状的树，虽然很累，但是她觉
得高兴：“你瞅瞅这下多利索，大伙在树下乘凉
也方便了。”

特殊的打招呼方式
“你家需要磨刀不？”

马万库、杨玉青夫妻在这个小区住了 20多
年，从搬到这里开始，他们就一直在为身边的邻

居们做些事。马万库手巧，木工活、瓦工活、电
工活都会干，于是就经常帮邻居们。老两口生
活不算富裕，但是却从没想过用自己的手艺贴
补家用，马万库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邻居住
着，搭把手是应该的。

他们所在的小区老人比较多，过年前有磨
刀的习惯，但是出去磨刀好几块钱，节俭了一辈
子的老人还舍不得。马万库干脆就揽了这个为
大家免费磨刀的活，甚至因为怕人家不好意思
找他们帮忙，两口子过年前每次遇到邻居，打招
呼的方式都是：“你家需要磨刀不？”

每年马万库都能为邻居磨上二三十把刀，
一把刀需要磨半个小时，今年已经69周岁的他
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吃力，但是却也没打算停止
为邻居帮忙，“累了就歇会儿，我身体还成，还能
干动。”

年近70岁
还帮邻居拿重物

楼下坐着的邻居时常会看见杨玉青总是大
包小裹地拎东西，好像她每次去市场都要买很
多东西，有时候大伙好奇便问她怎么买这么多，
杨玉青却摇摇头说，大部分不是自己家的，是帮
别人带的。

原来杨玉青有个习惯，每次去市场买菜，总
会留意有没有独自出来买菜的老人，虽然自己都
68岁了，但是跟一些老邻居比还算“年轻”，怕他
们自己买菜拿不动，她都会主动上前帮着拎回
去。杨玉青开玩笑地说：我走路还挺快的，但是
有的时候会帮不太熟悉的人拎东西，怕人家觉得
我是想把人家的东西拎跑，就故意慢慢走。

提起夫妻俩
大家赞不绝口

“杨姨、马叔是我们社区内有名的热心夫
妻，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愿意帮一把。”花园
街道桃铁社区副书记李露萌表示，这些年来他
们为邻居做的事数不胜数，虽然没有什么惊天
动地的大事，但是小事才见真情，提起这对夫
妻，大伙都是赞不绝口。

由于他们所在的小区没有物业，所以楼道
灯费和保洁费都需要单独交，这项工作看似简
单，但是想把费用收齐要跑很多趟。杨玉青却
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将近 20 年，三栋楼 60 多
户，挨家挨户的跑还经常会遇到不在家的情况，
每收一次，杨玉青就得跑上半个月，她却从来没
嫌弃过这份工作辛苦。

六旬夫妻为邻居义务服务20年

6 月 6 日下午，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一名
男子晕倒在马路上，两名路过的外卖小哥发现
后赶紧拨打120并施救。

两人托住男子头部，用矿泉水为其降温，实
施心肺复苏。待男子略微恢复神志后，两人将
其移到路边公交站的长椅上，男子被送到医院
救治后脱离了危险。

6 月 12 日，辽沈晚报记者从美团外卖顺城
站了解到，两名外卖小哥各获奖励500元，公司
还号召骑手们向二人学习。

6月 6日下午 1时许，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
一处公交站附近，一名30多岁的男子过马路时
突然晕倒。

外卖快递小哥刘君正巧路过，赶紧停车救

人。此时外卖小哥刘旭也路过此地，把车停在
一旁参与救人。

二人蹲在晕倒的男子身旁，将其头部轻轻
托起，用矿泉水为其降温，为男子做心肺复苏，
期间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不久男子神志略微恢复，睁开了双眼。为
防止路过车辆对晕倒男子造成伤害，两名外卖
小哥把男子移到路边公交车站的长椅上。

急救车赶到后，将晕倒男子送到抚顺市中
心医院救治。记者从医院了解到，晕倒男子经
救治脱离危险，已在家人陪同下离院。

抚顺外卖小哥刘君、刘旭的救人举动受到
过路市民的称赞，还被市民用手机拍摄下来，而
两位外卖小哥因救人耽误了送餐，送单超时将

面临处罚。
“宁可挨罚，也不能不救人。”刘君说自己不

后悔，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还会站出来。“我送
餐路过，看到同事在救人，就停下来和他一起救
人。”刘旭也表示，遇到有人发病不能视而不见。

6 月 12 日下午，辽沈晚报记者与美团外卖
抚顺市金蜜蜂科技有限公司顺城站站长周长林
取得联系，他表示救人的外卖小哥刘君、刘旭都
是该站员工。

“骑手送单超时一般会处罚，但他们做的是
救人的大事，不仅不会处罚，公司还进行了表
扬，号召全公司的骑手都向他们学习！”周长林
说，公司已决定对二人各奖励500元。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家住沈阳市和平区 78 岁的李大爷 20 多天
前发现，胸前突然长出了一个“瘊子”，不痛不
痒，李大爷并没在意。但是“瘊子”很快长至指
甲盖大小，且周围皮肤肿胀变色，于是他赶紧在
家人陪伴下来到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就诊。贾
医生仔细询问病史及检查后发现，这个“瘊子”
竟是一只活的蜱虫。这时李大爷回想起来，前
不久曾回过西丰老家，去过山上，一定是在山上
被蜱虫叮咬了。

昨日，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宋晓丹
医生提示，夏天到了，户外活动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出行时多会选择树木、草丛较多的阴凉处
躲避太阳，这时一定要警惕可以致病甚至危及
生命的蜱虫。

5至10月时有蜱虫叮咬事件

宋晓丹介绍，每年 5-10 月，都会看到蜱虫
致人伤亡的新闻，屡屡发生的蜱虫咬伤事件使
人们谈“蜱”色变。对城市居民来说，蜱虫离我

们并不远。如果发现自己被虫子咬了，有个黄
豆大小的血泡，仔细瞧瞧这个血泡长着八条腿，
那么要赶紧就医。

蜱虫与蜘蛛是近亲，所以有着八条腿，属于
蛛型纲动物，俗称草爬子，是最常见的吸血寄生
虫之一，也是仅次于蚊虫的重要人兽共患病传
播媒介。蜱虫主要栖息于草丛、灌木丛、树林
里，也寄生于家畜、宠物等动物皮毛中。蜱虫大
都如米粒大小，非常不起眼，最大的也不过一厘
米左右，但其吸血量很大，饱血后像奥特曼变身
一样，可胀大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指甲盖大小。

蜱虫叮咬严重时可致死亡

蜱虫的唾液含有一些物质，可以使伤口局
部麻木，所以多数情况下并不知道自己“中招”
了。被蜱虫叮咬后的危害主要包括直接危害和
间接危害。直接危害指蜱虫本身对人体产生的
危害，如出现局部充血、水肿，急性炎症反应，引
起继发性感染。部分蜱虫唾液腺可分泌麻痹神

经的毒素，该毒素能抑制肌神经乙酰胆碱释放，
造成运动性纤维的传导障碍，从而引起急性上
行性肌缩性麻痹，严重时导致宿主呼吸衰竭而
死亡，称为蜱瘫痪。间接危害主要是以蜱虫为
生物媒介传播的各种传染病，包括蜱虫病（发热
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称新型布尼亚病毒）、
人粒细胞无形体病、森林脑炎、出血热、蜱传斑
疹热、莱姆病等上百种病毒和细菌，所以及早发
现蜱虫并把蜱虫从身体上去除，可以大大降低
得病的机会。

蜱虫叮咬千万别硬拽

宋晓丹介绍，发现蜱虫叮咬在皮肤上，生拉
硬拽地强行拔除是非常危险的。由于蜱虫的口
器有倒刺，刺入皮肤后很难拔出，处理不当可能
让蜱虫的口器折断在皮肤里引发感染，同时会
刺激蜱虫分泌更多携带病原体的唾液，增加感
染的可能性。所以在取出蜱虫的时候，要注意
两个问题：1.不要把蜱虫的口器残留在皮肤

内。2.不要挤压蜱虫的体腹部，避免血液被挤
压回伤口，因为那些被吸食的血液里可能含有
致病微生物。

万一被蜱虫咬了，及时就医非常关键。正
确的处理方法是：用酒精、利多卡因等浸润蜱虫
头部，或 2%利多卡因在皮咬处局部封闭，麻痹
蜱虫，使其头部放松，常规消毒叮咬处，用弯头
镊或弯头钳尽可能贴近皮肤并钳住其头部，不
要挤压腹部，再缓慢地以持续牵引力垂直拔出，
完整地把头拉出来，取出口器后创面用碘伏或
75%酒精消毒，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外擦患处。
对于吸食了不少血液的蜱虫可用烟头轻轻烫蜱
虫露在体外的部分，烫破前后都要用碘伏或酒
精消毒，烫破蜱虫后，由于压力的关系，蜱虫体
内的血液不会倒流入人体内，用碘伏消毒后再
用弯头镊或弯头钳准确地夹住头部取出口器。
如果蜱虫头部断在皮肤内则需要手术切开皮肤
取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文慧

老人胸前长个“瘊子”原是一只吸血蜱虫

过路市民拍下了两位外卖小哥救人的场面。
视频截图

马万库、杨玉青夫妻俩正在义务修剪树木。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摄

男子马路上晕倒 外卖小哥停车救人

温暖2019 我是辽宁人

记者：听邻居们说，如果有困难半夜找到您
二老家里都可以？

杨玉青：我们退休了也没啥事，能给大伙帮
点忙、做点事总比闲待着强。有一次一个邻居
家老人突然生病了，实在没办法了来敲门，我们
就去帮忙。当年就是因为他心眼好，给人帮了
忙，人家看他人品好就介绍给了我，我俩才走到
了一起，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看谁要是有困
难了不搭把手就心里难受。

记者：这么多年，为什么愿意为大伙做这么多？
马万库：现在讲家风，我们家的家风就是一

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话是从长辈那
里传来的，我们也将它传给了子孙。人这一生
兴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能做一些为他
人有益的事情，也是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对话 通过帮助别人
体现自己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