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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几十公里看病
“病历卡带好了吗？水壶拿了吗？”3月

的一天，春雨淅沥。天刚蒙蒙亮，黄慈已经

在家里忙碌起来。她仔细整理着妹妹看病
要带的物品，然后用轮椅把黄熙从家里推

到楼道口。丈夫许长民把残疾电动车开过
来，扶着黄熙慢慢上车。“路上慢点，注意安

全。听听看医生怎么说，等你们回来吃饭。”

耳边是黄慈的叮嘱。
到了医院，许长民推着黄熙轻车熟路

找到诊室，医生对他们很熟悉了。黄熙的每
一张检查报告，要吃的每一种药，许长民都

熟记于心。“这个指标和上次检查差不多，
还挺稳定的，继续好好吃药。”许长民指着

当天的检查报告对黄熙说。问诊、检查、拿
药，他们顺利地结束了这次日常复查。自黄

熙得病以来，这种医院和家的“两点一线”
“三点一线”，几乎就成了他们的日常。“化

疗在嘉定的分院，复查面诊在黄浦区。化疗
结束去复查，从家里去嘉定再到黄浦再回

家，一天跑下来好几十公里，人很累，但是
没办法，病要看的。”许长民把新拿的药塞

进包里，推着黄熙往外走。

熟悉了彼此习惯
回忆起 2017年，黄慈叹了口气：“这一

年我们家太不顺了。”11月的一天，许长民

出门买菜出车祸骨折，当天黄熙又查出癌
症晚期，“已没有手术价值”。简直是晴天霹

雳，“说不慌是假的。但我当时就告诉自己，
我不能倒下，丈夫和妹妹需要我，我也不能

给女儿添麻烦。”在夫妇俩坚持下，医院最
终为黄熙做了手术，术后还做了 8次化疗、

25次放疗，历时近 2年。

“长兄如父，在我们家，我作为长女，就
有照顾妹妹的责任。”2007年，因老母亲身

体每况愈下，黄熙肢体残疾行走不便，黄慈
和丈夫卖掉地段较好的老房子，在相对位

置偏一些的万里置换了一套面积大一些的
两居室，把妈妈和妹妹都接了过来。

“妈妈和妹妹身体不好，住在一起有个
照应。置换差价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天文数

字，我跟老公还是咬咬牙贷款买了，真是蛮
难的，但大家相互照应也就过来了。”黄慈

说。后来母亲去世，女儿出嫁，就剩下他们
这“三口之家”。

生活在一起，也难免会有分歧矛盾。
“妹妹有洁癖，每次洗漱的时间特别长。家

里只有一个卫生间，我跟老公就要等很久，
我还好，就是我老公不太方便，这些年也是

辛苦他了。”黄慈感激地拍了拍丈夫的手
背。“多多少少是有点不方便的，但她是我

老婆的妹妹，也是我的妹妹，我多做一点，
我老婆就能轻松一点。现在我们磨合得挺

好的，大家都熟悉了彼此的习惯。”许长民
还用上海话打趣，说他照顾小姨是“跷脚帮

跷脚”。

喜欢同穿姐妹装
家里还有一套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黄

慈打算把它出租，租金用来贴补妹妹黄熙

的日常开销。“她退休金没有多少的，平时
总会有自己想买的东西，希望她能过得好

点。以前没有出租是想留个念想，妹妹会时
不时回去看看，现在年纪大了，也确实要为

以后考虑了。”黄慈拿出相册给记者看，照

片上三姐妹笑靥如花，身后站着的是两个
小辈，“以前我们三姐妹一样高，现在妹妹

因为生病，矮了近 10?米了。”说到这里，
黄慈不禁抹了抹眼泪，“其实之前也有想过

把妹妹送到养老院去，但她行动不便，性格
也不是特别合群，我不想她过得不开心。所

以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多照顾照顾
她，搀着她走。她安心，我也安心。”

面对疾病，黄熙曾经有过轻生的念

头。“刚知道时确实接受不了，觉得以后的
生活没有希望，但是周围的人都在帮我、

鼓励我，家里亲人给了我有力的支撑，我
没有理由不坚强起来，阳光总在风雨后。”

黄熙笑着说。
天气好的时候，许长民会开残疾车带

上姐妹俩出去转转，她们喜欢穿一样的姐
妹装，一路聊着笑着，许长民拿出手机记录

下这美好的时光，妹妹黄熙朝镜头比画着
“耶”的手势。 通讯员 葛一瑾

本报记者 江跃中

虹口区构建加装电梯“曲阳模式”

昨天，11个加梯工程同时开建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玮）“住在这里30多年了，从来没像
今天这样开心，多年愿望终于实现，住

进电梯房了。”家住运光路100弄1号403

室的居民芦书益激动地对记者说，他已

经89岁了，爱人也84岁，平时上下楼很
吃力，有了电梯方便多了。虹口区昨天

有11个加梯工程开建，更多多层居民有

望住上电梯房。
昨天开工加建的电梯，曲阳街道

有8台、凉城新村街道有2台、四川北路
街道有1台。虹口区曲阳街道始建于上

世纪80年代，辖区内有1379栋多层住

宅。据此前街道调查，其中适合加装电

梯的有403栋，加装有一定难度的为604

栋，不适合加装电梯的有372栋。为让更

多居民早日圆梦，街道按照“加快工程
进度、维护居民利益、强化工作协同、优

化工作模式”要求，加快推进居民区电
梯加装建设，形成居民工作、专业咨询、

法律服务的“加梯”工作闭环，构建加装

电梯“曲阳模式”。
这次开工建设的电梯中，曲阳街道

运一居民区就有4台。运一居委会主任
徐素金告诉记者，这里的房子都有近40

年房龄，老年居民占六成左右，居民区

有三分之二业主同意加装电梯，居委会

随即在每幢楼栋成立有党员参加的3人
加装电梯核心小组，挨家挨户做居民工

作。同时，街道加梯办公室、相关代建企
业、银行等驻点运一居委会，组团提供

相关服务。街道针对不同楼栋提供“一

楼一策”个性化服务。部分一梯两户的

五层住宅，居民分摊压力较大，加梯办

公室引荐“后付费”模式（居民按原分摊
份额分 15年到 20年支付使用费）的代

建企业对接，同时引入相关银行提供低
门槛、低利率、长年限的“电梯贷”产品

供居民选择，积极推进加梯工作。

为她撑起一片爱的天空66?的姐姐和68?的残疾人姐夫
悉心照顾64?癌症晚期的残疾人妹妹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在普陀区万里街道中骏天誉小区，有一个
特殊的“三口之家”———66岁的姐姐黄慈、68
岁的姐夫许长民，还有 64 岁的妹妹黄熙，在同
一屋檐下生活了 14 年。此前，黄慈的父母、大
哥和小妹相继去世，只剩下小她两岁、残疾独身
的大妹黄熙。2017 年，黄熙被查出晚期癌症，
医院认定“已没有手术价值”。黄慈不肯放弃，和
残疾人丈夫许长民一起照顾妹妹，帮她与病魔
“搏斗”。如今，5年过去了，黄熙对未来很有信
心：“家人亲情给了我很大的支撑，我要好好生
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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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5日，沪上一名2岁8个月的

女童，不慎从10层高楼坠落，伤势危

重，令人揪心！多发性骨折、多脏器
损伤、颅内有出血，孩子高坠当天直

接住进ICU，经过紧急救治，虽说生
命体征稳定了，但30万至50万元的

治疗费用让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不幸牵动了小区邻居们的心，一位

位宝妈纷纷伸出援手，一幕幕爱心
暖心场面在宝山区霄云湾小区、在

微信群里接力呈现。
“我当时全身都软了，跑过去看

到孩子躺在那里，我叫她的时候没有
回应，只是哭。”孩子被发现在楼下的

绿化带，抬头望去，10层高楼，女童是

踩着阳台上的杂物从阳台上坠落的。
孩子母亲卢女士告诉记者，出

事当天早上6点多，因为送大女儿上

学，不得已让2岁8个月大的小女儿
独自在家看动画片，千叮咛万嘱咐

不要离开床，安心等妈妈回家。但意

外还是发生了，送完老大回到家后，
不见小女儿踪影，卢女士慌了神。惊

魂未定的她赶紧让还在上夜班的孩
子父亲立即赶回家。在小区里四处

打听寻找，有居民说绿化带里好像
有声音，孩子这才被发现，幸好身下

压着折断的树枝和树叶，不幸中的

万幸，救了孩子一命。
救护车赶到，直接将生命垂危

的孩子送进新华医院ICU抢救，“医
生和我们说很严重很严重，内脏受

损，肺部已有很多积血。左大腿近臀
部骨折，肋骨骨折……”电话里，卢

女士几度哽咽，说到孩子伤情就不
停地抽泣。

租住在宝山区霄云湾公租房的
卢女士一家四口，生计全靠孩子的

父亲史先生为快递公司开车维持，

7000元的收入勉强维持家庭开销，

两个孩子还小，卢女士只能全职在

家。孩子父亲第一时间卖掉了家里
唯一值钱的车辆，这辆车也是这个

家庭的生计依靠。但杯水车薪，躺在

ICU的小女儿尽管经抢救已脱离生

命危险，但仍需后续一系列的治疗。
“出事后，整个小区和周边小区

的邻居都很帮忙，她们在爱心接力。”

让卢女士家人感激不尽的是，尽管在

上海无亲无靠，但邻居宝妈们一次次

的爱心接力，让他们有了新的希望。
“早上和闺女说，她说把压岁钱

都拿出来帮助她好吗？老娘也感动
了。”“希望一切能好起来”“早日康

复，一点小心意”“小小心意，希望能
帮到你们”……，刘瑞霖妈妈、雨祺

妈妈、思嘉妈妈、申宝妈妈、小萌萌
妈、汤圆妈……邻居宝妈们一次次

的朋友圈接力转发、微信群里一声
声的问候，一个接一个的救助红包，

让卢女士一家人感动不已。

“她们都是自发的，没有让我操
心，有人在募捐，有人在记账，还有

别的小区爱心人士不断地加入。”不
仅帮着筹款，还有邻居陪着卢女士

一家在医院忙前忙后。据卢女士介
绍，目前已经收到各界爱心人士超

过十万元的捐款。记者从宝山区相

关部门了解到，宝山区慈善基金会
也正在走流程，将捐助部分资金。

孩子的父亲史先生也再三表
示：“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的好人是非

常非常多的，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给大家添麻烦了。”史先生说，孩子

高坠，做父母的责任很大，他们都很
自责。除了要为热心好邻居点赞，希

望孩子早日康复，在此也想提醒各
位家长，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别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本报记者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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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居宝妈们一次次在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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