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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铁西区56个小区试点垃圾分类 投放高峰有专人引导

不会分类？ 大妈告诉你是啥垃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王琦报

道 铁西目前选定了56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并
已经全部建立档案，铁西城管部门介绍，试点小
区内设立公示板、宣传栏，除了定期宣教活动，
还有小区居民志愿者及保洁员在居民投放高峰
期进行引导并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乐园小区是铁西区的一个老旧小区，昨日，
小区内举行“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争做文明市
民，创造美好家园”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启动仪
式。

启动仪式上，铁西区城管局向市民发出倡

议，倡议大家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百名市民在印
有启动仪式主题文字的条幅上签下自己的名
字，作出了承诺。

活动现场，有志愿者讲解和指导百姓如何
进行垃圾分类，还准备实物垃圾，随机选择居民
实地投放，以及一些亲子有奖投放互动游戏活
动，提高居民参与度。

城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铁西区现有460个
非物业小区和弃管楼院，居民288413户，按每户
3口人每人日产垃圾 0.8公斤计算，弃管楼院日
产生活垃圾692吨。

“这占全区日产垃圾量的77%，这也是铁西
区将非物业小区和弃管楼院作为垃圾分类工作
宣传、推进主战场的原因。”铁西城管局吴艳齐
说。

目前，铁西区建立56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覆盖了40个社区，占全区社区的35%，其中达标
3星级小区 29个，2星级小区 21个，已全部建立
档案。

吴艳齐介绍，试点小区设立公示板、宣传
栏，为试点小区配备了垃圾分类回收箱，社区定
期组织宣传教育活动，小区居民志愿者及保洁

员在居民投放高峰期进行引导并宣传垃圾分类
知识。此外，铁西区还拟定了 8 个示范片区及
56个达标片区，并完成相关数据的统计。

记者从铁西区城管局了解到，推进“两网融
合”、智能化分类收集也是今年的一项重点工
作，相关运营企业已经进驻 9 个居民小区。目
前，智能化分类收集试点小区分为线上、线下两
种形式，线下有智能分类垃圾箱，投放可回收垃
圾，也可线上预约，专人上门回收，同时通过“绿
色账户”等一系列激励机制，居民垃圾分类参与
率逐月提升。

丈夫去世后照料大伯
好侄媳坚守十多年没放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本溪主
任记者金松报道 如果说，孝敬父母是人之常情
的话，在丈夫去世后还能十多年如一日照顾丈夫
的大伯，就真的不容易了。

难怪已经92岁的老人一听说要把自己送养
老院，脸色马上阴沉下来：我不去！

55岁的韩英是本溪彩屯彩玉社区居民，丈夫
去世后，她多年坚持照顾丈夫的大伯。在大伯和
自己父母发生矛盾时，在楼下给父母租房，把丈
夫的大伯留在了家里，自己楼上楼下两头跑照顾
3位老人。

2004年，韩英的丈夫突然感到腰酸腿软、浑
身无力，到医院检查后确认为尿毒症，只有换肾
才能挽救生命。换肾后如果排斥还得经常透析。

韩英和丈夫都靠打工维生，还有正上学的孩
子，不管是换肾还是透析都需要高额的费用，韩
英的心凉到了极点，但很快又冷静下来：“不管花
多少钱，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让丈夫活一天是
一天。”

韩英开始四处借钱，亲属、朋友都让她借遍
了，她和丈夫的单位知道后，也组织员工捐款。

“肾移植很顺利，可是出现了排斥，每个月透析就
得6000多元。”

手术欠下的外债和高额透析费用让韩英的
丈夫非常悲观，总觉得自己没用，甚至想要轻
生。韩英就不厌其烦地安慰他、开导他，经常挖
空心思地讲笑话、讲生活里的趣闻趣事，千方百
计地让丈夫忘掉烦恼。

而韩英自己一边照顾丈夫一边打工，要养家

糊口，还得给丈夫看病，她在外舍不得吃一顿饭、
舍不得买一瓶水，经常饿着肚子。

可是，丈夫最终还是因脑溢血去世。
还是在丈夫去世前的 2008年，韩英就把丈

夫的大伯从本溪歪头山接到了自己家中：“没儿
没女，就老头一个人，已经82岁了。”

丈夫去世后，韩英没有嫌弃老人，而是更加
悉心照顾。

每天天刚亮，韩英就起床把家里卫生收拾得
干干净净，然后为老人端茶倒水、喂药喂饭……
从没叫过一声苦、没说过一声累。

怕老人寂寞，韩英给老人买来了智能视频音
箱，老人每天捧着听二人转，逢人就说：这是侄媳

妇给我买的。老人每天晚上6点多钟就睡、早上
三四点钟起床，她就按照老人的作息时间安排饭
菜……

丈夫去世后，韩英的父母年纪大了、身体又
不好，韩英又把父母接到家里照顾。

父亲患有心脏病、矽肺、脑梗，母亲半瘫痪在
床，韩英坚持每天给母亲擦拭、按摩身体，搀扶父
亲锻炼恢复，老人想吃啥她都尽量满足。

有人说，孝顺最大的挑战是“色难”，千难万
难难不过给老人个好脸色。觉得给韩英添了麻
烦，父母常说“不如早死了、省得拖累小一辈”，韩
英却总是笑着说：“只要有我在，你们就好好活
着。”

在韩英的照顾下，父亲身体状况好转了，可
是却又和韩英丈夫的大伯发生了矛盾，俩老人见
面就掐，“把我爸给打了。我爸就看着我不让给
他做饭。”

无奈，韩英又在楼下租了个双室楼房，让父
母搬到楼下住，自己楼上楼下跑，“楼上的吃饭
早，先给他做好了再下楼给父母做，顿顿得做两
回饭。”

在韩英的照顾下，92岁的大伯每天还能自己
下楼到院里转转，父亲生活也基本能够自理。让
韩英有些遗憾的是，一个多月前母亲去世了。

也有人不理解韩英：“自己的父母就够你折
腾了，干嘛还要管他大伯？”韩英却说：“他也是我
的亲人。他无儿无女，作为侄媳妇的理应像服侍
公公婆婆一样服侍他，让他开开心心安度晚年。”

丈夫去世后，55岁的韩英十多年如一日照
顾92岁的丈夫大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金松 摄

妈失联爸盗窃被抓
10岁娃派出所里一呆就是3个月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记
者胡清报道 非婚生下一男孩不长时间后母亲失
联。从此父亲与儿子生活，可当爹的却不靠劳动
挣钱。3个月前，他再次被抓后孩子无人抚养，儿
子竟被送到派出所。如今，10岁男童已经在派出
所生活了3个月，警察叔叔不仅给孩子买吃喝、
帮助读书认字，还帮助他解决了“黑户”问题。

昨日，记者在葫芦岛市公安局连山街派出所
见到了这个10岁男孩，小家伙正在看电视，他衣
着干净，身体结实，脸蛋胖乎乎的很是惹人喜爱。

该所副所长闫安说，今年二三月间，连山街
派出所相继接到辖区居民报警，说刚买的电动自
行车丢失。警方很快锁定李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4月24日，李某被抓获时哭着说有个孩子在
女友家。经查，李某48岁，老家住兴城市东辛庄
镇，此次被抓已是“五进宫”。李某作案时，专挑
买不长时间的电动自行车下手，且手到车开，20
秒左右就能打开车锁偷走。目前，李某涉嫌盗窃
被刑拘，已初步核实其盗窃电动自行车6台，查
获电动自行车已返还受害人。

既然违法犯罪就一定要付出代价，但嫌疑人
情况也牵动民警的心！警方后来了解到，2008
年，李某结识一女子，2009年，两人非婚生下一男
孩。可不长时间该女子就不见踪影。从此李某
与儿子生活。孩子曾在姥爷姥姥家生活一段时

间，但老人身体不好，李某只好把孩子接回来。
孩子长得乖巧也很机灵。这期间有人想出5万
元带走孩子，被李某拒绝。

两年前，李某犯罪被判刑，孩子寄养在兴城
市东辛庄镇政府1年多。去年8月，李某出狱接
回孩子，父子俩租住市内一平房。李某在一搬家
公司打工，白天出工，晚间与儿子相伴，教孩子算
术题、认认字。尽管生活困难，可父子俩过得还
挺开心。今年初，李某又结识个女子，就带着儿
子与该女子生活。开销大了，李某不想靠劳动养
家糊口就再次重操旧业。被抓一周后，李某女友

把孩子送到派出所。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被送到派出所后，民警

都把他当成自己孩子，给他买来衣物，不忙时带
他玩，给洗衣服，教认字和批改作业。孩子像个
小大人似的也特别懂事，有时还帮着扫地干些力
所能及的活儿。

“得知儿子在派出所得到亲人般的关爱，还
背会了乘法口诀，李某当着我的面几次痛哭流
涕。他说非亲非故的，警察对他这么好，他出来
再也不干违法犯罪事情了！我希望他真能好好
改造学好，出来后把孩子教育好，让他做对社会
有用的人。”派出所所长田宏伟说，在提审李某时
得知因为孩子没上户口，10岁了还没入学。几经
努力，目前所有手续终于齐全，孩子户口落下来
了，并且也帮助办好了身份证。

虽然户口和身份证都有了，眼下孩子又正是
上学年龄，按理应该去读书。可因其特殊性，孩
子到哪所学校上学？吃住怎么解决等一系列问
题又都摆在面前。“孩子总吃住在派出所也不是
那回事儿，最近我和他聊天问想不想读书时，孩
子几次说想上学，不能像他爸爸一样。现在最要
紧的这些难题该如何解决，我们给上级打了报
告，希望能够早日解决孩子归宿问题。同时我也
呼吁社会力量多多想办法和伸出援助之手，给孩
子一个美好的未来。”田宏伟说。

肺肿瘤女教师
术前唯一要求：
请让我重返讲台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文慧报道 一位重点中学的女教师身
患肺肿瘤，不舍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的她
恳请医生，实施手术后务必能让她重返
讲台，并且可以继续抬起手臂书写板书
……

为了满足这位女教师的心愿，医生
为其设计了一个“牛眼手术”方案。让这
位女教师意想不到、无比感动的是，手术
不仅彻底摘除了她的肺叶肿瘤，而且仅
三天后，她就自己走着出院了。

何老师在沈阳市一所重点中学任
教。不久前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肺部有一
个阴影，于是前往沈阳市一家综合医院
就诊。经过全面的检查，被确诊为肺肿
瘤，需要立即手术切除肿瘤。这一消息
让全家人陷入阴霾中。而何老师的第一
反应是：我倒下了，学生们怎么办？

胸外科的肿瘤切除手术以往都需要
开胸大手术，有时手术刀口长达30到40
厘米，甚至还需要切断一根肋骨，是外科
手术中创伤最大的，胸外科常因此被称
为“凶外科”。如果何老师接受了开胸手
术，那么她将很长时间无法重返讲台，而
且还有可能无法抬起手臂书写板书。

为了寻找创伤更小且又能根除肺部
肿瘤的办法，何老师在家人的陪伴下来
到了中国医大一院胸外科求治。

中国医大一院胸外科医生张军教授
接治了何老师。令何老师和家人惊奇的
是，张军医生给出了一个他们从来没听
说过的“牛眼手术”方案。简单地说，就
是在何老师的腋下开一个 3到 5厘米左
右的牛眼大的手术切口，然后通过这个
小切口将肿瘤彻底切除并取出。

“不用大开胸就能切除肿瘤？”“不
用。”“能切净？”“没有问题！”“三四天就
能出院？”“对，你们没听错。而且您完全
可以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张军医生自信
地回答了何老师和家属的问题。

就这样，上周二，何老师被推进了手
术室。术中，张军医生为何老师在腋下
开了一个近 5 厘米的刀口，然后通过这
个切口将胸腔镜送至肺叶肿瘤的位置，
并通过这个切口陆续将超声刀、吸引器
和标本袋等工具送达肿瘤处，精准地将
一个直径约3厘米大的肿瘤所在的肺叶
切除。之后，张军医生熟练地将切下来
的肿瘤和肺叶装入标本袋，然后通过“牛
眼切口”将肿瘤安全地运输到何老师的
体外。为了达到根治的目的，又彻底清
扫了胸腔内淋巴结。

手术成功。2 小时后，手术室外的
家属得知手术已顺利结束，惊讶地说：

“这么快？”
由于伤口只有“牛眼”大，术后第二

天何老师就可以下地了。第三天，医生
告诉她可以出院了。

张军医生说：“能够帮助何老师重返
讲台感觉很欣慰，也很有成就感。其实
这种‘牛眼手术’很适合那些高龄、多病、
心肺功能低下的病人，希望今后它能帮
助更多的有需要的患者。”

10岁男孩在派出所生活了3个月，警察叔
叔不仅给孩子买吃喝、帮助读书认字，还解决了
“黑户”问题。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
记者 胡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