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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雨后独自去河边溜达，
突然脚下一滑跌落到堤坝下的河水
中。一名中学生路过下水施救，不料
也被困水中。危难之时，消防人员赶
到将遇险的老少两人救上岸。

昨日，参与救人的中学生和消防
人员向记者介绍了施救老人的经过。

7月14日13时45分，葫芦岛消防
救援支队南票救援中队接到报警，称
在南票区黄甲转盘漫水桥下有一名
老人掉入河中，情况非常危急。指导
员李胜臣立即调派救援力量、出动云
梯消防车、抢险救援车和11名指战员
赶赴救援现场。

到达现场后，消防员发现堤坝几
乎成直角，河里一名老人和一名中学
生正在挣扎。

指挥员命令指战员携带小二节
梯子、绳索、吊带、救生圈、救生衣等
展开救援，指挥员和通讯员立刻赶往
老人落水处查看情况。发现老人和
中学生已经体力透支，随时有生命危
险。

指挥员立刻派蔡志强系好安全
绳，并携带救生衣和绳索开展救援。

“我们下到河里先把河水中的中学生
救了上来，然后利用绳索、腰带系到
老人腰间，利用救生圈套入老人腋
下，第一步保证老人的生命安全。这
样水中我们有人往上推、上面有人往
上拽，在所有指战员的全力配合下终
于将老人从湍急的河水中救上岸
边。”李胜臣说。

通过交谈了解到，老人今年 80

岁，家住南票区城里。当天闲来无
事，老人独自去散步。当溜达到漫水
桥附近时，由于地面湿滑，加之腿脚
不灵便，老人跌落到桥下的水中。

救人的中学生杨浩然说，他今年
15 岁，是南票区实验中学的初三学
生，当天他和弟弟准备去钓鱼，途经
此处发现有人落水。“我立即下去救
人，先在岸边趴在石头边拉老人没有
拉上来；随后，我跳入水中，和老人抓
住河边的水草也无法上岸，我就让弟
弟打了 119。不一会儿，消防员赶来
把我们都救了上来。”

由于老人浑身湿透，消防人员与
赶来的民警将老人送回家中。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
记者 胡清

老人落水 男孩去救也被困 消防大救援

孙波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投递员，
他平时不善言语，黝黑的面庞挂满淳
朴，平凡得让人无法将他与“大连好
人”“大连市劳动模范”“大连市优秀
共产党员”“辽宁省劳动模范”等这些
有分量的荣誉联系在一起。

十年来，他在做好投递日常工作
的同时，常年义务帮扶辖区内的孤寡
病弱老人，用爱心践行着“人民邮政
为人民”的服务宗旨，被用户亲切地
称为邮政的“爱心使者”。

从上班第一天起，孙波就体会
到，投递员可不光是骑个车送个信那
么简单，不仅要有熟练的排信、数报、
套报“功夫”，还要会背报刊杂志的代

码和订价，的确不容易。要想做好投
递员工作，基本功很重要。

从那时起，他总是虚心向师傅
和身边的同事学习取经，刻苦研究
专业知识。每天下班后，他都要步
行投递，就为了熟悉路线，记录每个
信箱的位置和单位用户的名址，短
短一个月就将辖区段道名址背得滚
瓜烂熟，并能独自负责一个段道的
投递工作。

他负责投递的段道上，用户约
970 余户，每天需要投递报纸、杂志
800 余份，信件 100 余份，老人居多。
考虑到老人年龄偏大，腿脚不灵便，
每到雨雪天怕路滑摔跤，经常是几天

才到收发室取一次邮件。
孙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请

缨，直接将邮件和报刊直接送到老人
家。看似一个简单的承诺，背后却要
付出大量辛苦。他每天要为此多付
出两个多小时的劳动，午饭经常要拖
到下午才能吃上，每天总是最后一个
归班。

石坚大妈是孙波在投递路上结
识的。当时他看到大妈正提着一大
包菜，腿脚不便非常吃力地走，就急
忙上前帮着提菜，还一直给大妈送回
了家。当得知大妈儿女不在身边，孙
波从此成了大妈家的“常客”，除了包
揽大妈家的所有信报包裹汇款的取

送外，还经常帮忙捎菜、缴水电煤暖
费，一有空就到大妈家帮着做家务，
一干就是6个年头。

工作这么多年，孙波从来没和用
户“红过脸”，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用户
和问题，他总能心平气和地向用户解
释，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解决。许多
用户因为他的热心和勤快记住了他，
把他当作了朋友。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
的业绩，只有朴素的行动，在平凡的
岗位上，孙波默默地用辛勤汗水，把
一腔爱心洒在送报的路上。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
臣君 周芳

本期人物：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大连市西岗区
分公司岭前投递部投递员 孙波

熬夜赶材料，又喝了两
瓶冰可乐，28 岁的沈阳姑娘
小姜（化名）从此落下了一个
打嗝的病根。一紧张着急就
打嗝，连正常的工作和社交
都受到了影响，无奈她只得
求助医生。

昨日，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中医经典病房的闫
海慧医生提示，小姜的打嗝
问题其实是脾胃受伤导致
的，长期熬夜和喝冷饮都会
伤害脾胃，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有类似的脾胃虚寒的问
题。

闫海慧介绍，这位被打
嗝困扰的姑娘在外企工作，
平时工作压力就很大，经常
熬夜，焦虑紧张。有时胸部
有闷胀感，“这种闷胀感就像
从胃部涌上来的”。但是到
医院做心电图检查并没有发
现问题。自从那次熬夜赶材
料落下打嗝的病根后，她就
经常性打嗝，特别是遇到事
情或者情绪波动时打嗝就会
加重，有时候特意控制反而
加重，情绪舒缓的时候打嗝
就会减少。小姜自己尝试过
喝醋、憋气等方法，但是根本
不见效。

中医认为，打嗝主要是
由脾胃受寒、饮食不节、正气

亏虚，肝郁气滞等导致胃气
上逆，膈肌痉挛和胃痉挛引
起的。小姜熬夜后正气亏
虚，加上饮食不节制，喝了很
多碳酸饮料，还有她长期工
作压力大，经常性加班，引起
肝气不舒，所以肝胃不和，引
起打嗝。针对小姜的情况，
闫海慧医生为其用柴胡、桂
枝、白芍香附、党参、白术、半
夏、陈皮等药物配伍治疗。
同时，针灸内关、足三里等穴
位，经过一个月治疗，目前小
姜打嗝的病根消失了。

她介绍：“中医常说肾为
先天之本，这个是爹妈给的，
很难改变，但是脾胃是后天
之本，这个我们可以后天好
好调理，养好脾胃是治疗一
切慢性病的先决条件。没有
一个强大的脾胃，你吃进的
食物没法吸收并转化为气
血。有人将脾胃看做是人体
的蓄电池和发电场，真是太
贴切、形象了。一说到脾胃
养护，第一个问题肯定是怎
么做？脾胃养护没有固定方
法，有很多，如果长期熬夜，
不可能有好的脾胃状态，熬
夜前提下，想用其他方法养
护好脾胃是不现实的。”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 李文慧

耳朵后的一个小脓包没当回事，继
发的颅内大脓肿则让50岁的老吴差点
丢了性命。

近日，已经陷入昏迷的老吴被紧急
送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抢
救。神经外科吴安华机器人手术团队
紧急为其实施了手术，术中机器人医生
精准地吸出了老吴颅内脓肿里的脓液，
救了老吴一命，而奇臭无比的气味弥漫
了整个手术室，让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
不得不放弃了午饭。

老人切掉耳后脓包
出现头部不适症状

老吴家住盘锦，一个多月前发现
自己耳后长了一个花生粒大小的脓
包，于是到医院进行了简单处理，切掉
了小包。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之
后他开始出现头痛、恶心、发烧等头部
的不适，而且病情逐渐发展为偏瘫。
在当地医院做了相关检查后医生发
现，老吴的颅内有一个比耳后的脓包
大得多的脓肿。

这种脓肿通常比肿瘤的发展要
快得多，致死率非常高。于是家人
赶紧用救护车将老吴送往沈阳的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而此时
老吴已经开始陷入昏迷，随时有生

命危险。

机器人“主刀”
为患者取出颅内脓液

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全面检查，老吴颅内的脓肿直径已接近
4 厘米，必须马上手术。医生们发现，
这个脓肿位于老吴后脑勺的区域。以
往这种手术需要开颅，风险特别大，患
者创伤也大，术中还容易出现脑出血的
危险。

所以摆在医生面前的有几个问题：
一是必须精准地找到老吴颅内脓肿的
位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二是要
彻底地清除脓肿内的脓液，绝不能有一
点残留，否则脓液重新“死灰复燃”，会
再次形成脓肿；三是术中不能出现脑出
血。神经外科吴安华机器人手术团队
研究后决定，请导航定位机器人 Re-
mebot上场。

手术当天，神经外科医生韩帅与
机器人 Remebot 成为老吴的主刀医
生。他们确定好脓肿的准确位置后，
为老吴实施穿刺，在头上开了一个半
厘米大的小孔，用引流管成功地吸出
了脓肿内的全部脓液。当脓液被吸出
的一瞬间，一股无法形容的腥臭味迅
速弥漫了整个手术室，让人有一种快

要窒息的感觉，甚至让医护人员放弃
了午饭。

按照术前的方案，韩帅将脓液取干
净后，并没有马上取出引流管，而是让
它暂时留在了老吴的颅内。

之后他们立即对脓液进行了培养
分析，看看脓液对哪种抗菌药最敏感。
确定了最对症的抗菌药后，他们通过引
流管将抗菌药输入脓肿内，对脓肿进行
了长达7天的彻底清洗。

头面部出现小肿物
别不当回事

昨日，韩帅医生介绍，目前老吴
已经康复，上周他自己走着出院了。
韩帅提示，老吴的颅内脓肿可能与那
粒耳后的小脓包处理得不够彻底，或
者炎症并没有彻底消除有关，导致感
染又“蔓延”到了颅内，形成了更大的
脓肿。

所以老吴的经历给大家尤其是老
年人提了一个醒，凡是头、面部和口腔
出现的小包、小肿物要引起足够的重
视，应该到医院正规处理，且一定要密
切观察之后有无发烧、头痛等症状，如
果有要及时就诊。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文
慧

消防员将老人和中学生救上岸。 消防供图

十年来 他除了当好投递员 还帮扶孤寡老人

对于孙波来说，每天最快乐的事，
就是走在投递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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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加可乐
她落下打嗝病根机器人“主刀”

为老人取出颅内脓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