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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老邻居上了年纪却无人依
靠，他们像亲人一样承担起了照顾对
方的责任——无论盛夏酷暑，每周至
少有一到两次的探望，平时送吃的、
照顾起居，病时送医，陪伴康复，这样
的行为他们整整坚持了近20年。

丹东的这对夫妻名叫范增富和陈
忠媛，快50年的生活里从来没吵过架
红过脸，两口子都乐于助人，他们说没
觉得自己做的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
过是看到有困难的人就拉上一把。

每周必看“老姐姐”
将对方从死亡线上拉回

“我们一家和李姐一家认识的年
头可长了，我20多岁的时候在工厂上
班，李玉花是我的工友，李姐比我大
十几岁，后来我们两家就做了邻居，
两家之间走也不过就 10 分钟。”范增
富说，渐渐两家来往多了，关系一直
处得很不错。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两家人先后
都从青年进入了中老年，李玉花退休
后身体越发的不好，严重的时候腰都
直不起来，日常生活有很多不方便的
地方。李玉花、王连生夫妻没有子女
照顾，这就成了范增富和陈忠媛夫妻
俩的心事，俩人一合计，定下每周至
少要去李姐家一两次，看看他们老夫
妻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两人商量好后，却没想到这个决
定一下子就坚持了将近 20 年。因为
知道李姐老两口爱吃带馅的东西，他
们就隔三差五地包了包子或饺子送
去，老两口行动不便，即便他们夫妻
俩也不算年轻了，但还是几乎每次去
都帮他们做家务。

几年前的一天，范增富和陈忠
媛夫妻俩照例去看李姐夫妻，发现
李玉花生病了，但是无论他们怎么
劝，她都不肯去医院。没办法两人
只好先回家，但是始终放不下心，第
二天天还没大亮，他们就又去了李

玉花家查看情况，发现她老伴儿正
急得团团转，李玉花那时已经昏迷
了，当时已经 60 多岁的范增富立马
背起李玉花往楼下跑，陈忠媛则赶
紧打了急救电话，这才让这位老姐
姐保住了命。

再困难也没断过关怀
他们成了无血缘的亲人

“李姐爱吃肉，但是她行动不方
便之后就没法自己去市场买了，姐夫
年纪更大，也不会买菜，结果我们要

是不去，老两口就总就着咸菜对付着
吃饭。”陈忠媛说，他们隔三差五就会
专门买上鸡翅、虾等东西过去做给老
两口吃。

被这么一对没有血缘的弟妹几
十年如一日地关怀着，李玉花是既感
动又过意不去，她知道范增富夫妻收
入并不多，却总这么贴补她，就连有
一段时间俩人没了收入，也没断过带
着东西到家里看她，于是李玉花时常
会拿出钱来要给他们，却都被这对夫
妻拒绝了。

“我们就是把李姐夫妻当成亲

姐和姐夫，她年轻身体好的时候，还
时常叫我们带着孩子去她家玩儿，
她上了年纪身体不好了，我们去帮
一把也是应该的，哪能要人家钱，我
们本来也不是图这个。”陈忠媛说他
们的孩子都把李玉花当成亲姑姑一
样，工作后还想着给他李姑买了台
洗衣机。

老两口参与社区巡逻
帮邻居们看门户扫卫生

“老范夫妻俩是实打实的热心人

啊，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帮忙，
邻里之间有了矛盾，他们都给帮着调
解。”提起范增富夫妻，邻居们都是要
给点个赞的。

范增富和陈忠媛之前住在一片
平房区，原本住在这里的老住户差不
多都搬走了，附近曾出现过几次被盗
的情况。范增富就组织他所在的支
部党员成立了一支义务治安巡逻队，
每天在附近巡查，注意是否有可疑人
员，帮着大家看守门户。

那时家家房后都有护坡沟，里面
的草有时候能有一人多高，招蚊子还
不安全，于是范增富每次拔草，都把
邻居家房后的草一起拔，累得直不起
腰来。

每逢雨季，周边路面坑洼全是泥
水，居民根本出不去，还是范增富带
着大伙拿着工具将淤泥清理干净，再
填上干泥土。

社区：
老夫妻是邻里的活雷锋

“只要一提到范书记，人人都会
伸出大拇指。”丹东珍珠街道振山社
区书记王婧涵表示，范增富已经做
了十多年的社区第四党支部书记，
他们夫妻平日里总是热心帮助身边
的每一个人，无论谁家有个大事小
情，都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忙。尽管
自己家里也不富裕，但是范增富还
是经常去看望生活有困难的人，因
为他的人品有目共睹，所以去年他
被查出生病后，大家都纷纷自发前
去探望他。

虽然现在身体状况不好，但是
范书记却仍然尽自己最大努力帮
助身边有困难的人，他为人正直，
乐 于 助 人 ，他 就 是 大 家 心 中 的 活
雷锋。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
记者 王晓阳

老夫妻照顾邻居“老姐姐”近20年

范增富和陈忠媛夫妻俩。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摄

闲来无事，12岁未成年少女竟然
趁妈妈不注意用妈妈的手机玩游戏，
期间竟然先后给 2 个主播打赏花掉
2646元的治病钱，“熊孩子”这个举动
让患病老妈欲哭无泪，无奈向警察哭
求帮助。

昨日，葫芦岛市连山公安分局网
安大队大队长贺洪辉说，经过调查，
打赏行为从法律角度来讲属于赠与
行为，对方没有强迫和欺骗，没有法
定义务一定要返还。但警方考虑该
家庭贫困的特殊现状，经过多方协调
终要回治病钱。

潘女士家住葫芦岛市连山区，患
有糖尿病综合征，现视网膜有些脱
落，双目几近失明，丈夫已经去世。
潘女士目前与正在读小学的独生女
儿相依为命。由于孩子贪玩，闲暇时
经常拿妈妈的手机玩。几天前，她想
去看病，却突然发现手机微信里面的
2000多元钱没了。后经了解得知，原
来是女儿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其
手机在某直播平台上花掉了 2646 元
钱，打赏给了两个游戏主播。“这钱对
我们一家来说特别重要，是我借来的
治病钱，由于不知道找谁，只好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带着女儿来到公安局
寻求帮助，希望民警能够帮忙把钱找
回来。这钱可是治病钱，如果要不回
来，我们真不知道咋办了？”

民警核实发现，潘女士的女儿
确实于某日晚上 6 时许，通过其母亲
手机玩直播时，由于未成年人不理
智的行为花掉潘女士的治病钱给两
个游戏主播刷礼物，共计 2646 元，均
以微信付款方式充值。警方在进一
步了解情况时发现，孩子打赏主播
这样的行为属于不理智的自愿充值
消费，直播平台以及主播并不存在
欺诈及欺骗等违法行为，所以公安
机关无法进行立案处理，只能与直
播平台沟通协商。

贺洪辉介绍，对于潘女士的家庭
情况，他们通过其居住地辖区连山街
派出所及社区进行详细了解和核
实。潘女士的病情比较严重，母女二
人相依为命，生活比较困难。女儿打
赏主播花掉的 2646 元是潘女士从其
外地的妹妹手中借来准备看病的。
贺洪辉将受害人家庭面临的困难和
实际情况反映给了直播平台，在经过
15天的积极协调和反复沟通后，直播
平台终于表示，可以将这笔钱给予补
偿。随后，该直播平台将2646元钱全
部返还到潘女士的微信账户上。

看着失而复得的救命钱，潘女士
非常激动，近日，她来到网安大队感
谢大队民警。为了防止孩子再次使
用手机乱消费，大队民警帮助潘女士
修改了手机支付密码，潘女士对民警

的贴心服务深表谢意。
葫芦岛心理咨询师雅荷说，看到

这样的新闻很痛心，孩子在现实生活
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同，没有存在
感。恰巧走进网络世界，主播的花言
巧语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孩子在打赏
主播时，主播都会特别地夸赞她，让
她感觉特别高兴。在虚拟世界中找
到了存在感。自我认同的缺失给弥
补上了，所以她乐在其中，控制不住，
因为被认同这种心理营养是现实生
活中人特别需要的，通常说的有面
子，所以她就会一直停不下来，再加
上孩子通常没有对钱的概念，孩子没
有足够的判断力和自制力，因为好奇
好玩，所以沉迷进去，造成了错误的
事情发生。

提示家长在为孩子提供优越物
质条件时，更要关注他们的身心成
长。孩子们的辨别能力较弱，一旦
进入虚拟的网络世界，很容易被里
面的东西所误导。尤其是网络直播
内容。价值观念等缺乏监管，很容
易对孩子心理产生不良影响。家长
再忙也要多陪伴孩子，注意教育方
式，走进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想
法。给孩子足够的关爱，及时补充
心理营养。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
记者 胡清

本报讯 6月 19 日下午，“百行
百业百场公益大讲堂”之第七讲

《奔向太阳的人——柏剑老师的成
长经历》在沈阳市皇姑区党群活动
中心二楼会议室成功举办，来自皇

姑区各学校的师生200余人聆听了
正在拍摄中的电影《爸爸的马拉
松》的人物原型、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优秀德育工作者柏剑老师的精
彩励志讲座。

“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 6
月 21 日 23 时 54 分迎来“夏至”节
气。专家表示，夏至后不久，一年
中最热的时候将随即到来，值此时
节，公众要清淡饮食，及时补水，注
意戒躁戒怒，保持乐观的情绪。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夏至是二
十四节气中第十个节气。夏至这
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是北
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夏
至过后，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逐渐
向南移动，北半球白昼开始逐日减
短。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
一线”的说法。

天文专家表示，夏至除了是昼
夜变化的界限之外，还是盛夏的起
点，夏至过后不久，一年中最热的

时候就要到了。夏至后的第三个
庚日，将进入气温高、气压低、湿度
大、风速小的“三伏天”。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提醒公众，夏
季气候炎热，人的脾胃功能差，食
欲不振，多吃苦味的食物有助于恢
复脾胃功能，如苦瓜、芹菜、芦笋、
苦荞麦等。

此外，夏季出汗多，体内水分
流失快，影响全身供血，造成头痛、
乏累，应及时补充水分，充分饮用
凉开水、淡盐水、绿豆汤或含电解
质的饮料。夏季炎热，容易使人心
烦气躁，要注意调整情绪，保持神
清气和、心胸开阔、精神饱满、心情
豁朗，适当休息和运动，做到“心静
自然凉”。

据新华社

“熊孩子”拿老妈治病钱打赏主播两千多
心理专家：家长应关注孩子的身心成长 多陪伴关爱孩子 了解他们的想法

21日23时54分“夏至”
昼晷已云极 宵漏自此长

百行百业百场公益大讲堂第七讲在沈举行

温暖2019 我是辽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