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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漫步在新疆喀什古城，只见许

多在巷子里嬉戏逐闹的儿童无忧无

虑。不过，在伽师县遇见热依木（化

名），15岁的他有着与年龄不符的

忧愁，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此次跟着“天使之旅——新疆

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成员入户

家访，一见热依木，上海德达医院院

长孙立忠拉起他的手看了看，甲床有

明显的紫绀反应。又让他做了几个

深蹲后询问：“平时是不是走几步就

喜欢蹲下来？”得到肯定回答后，孙立

忠心里基本有了判断，和同行的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工作人员低声说，“这

个孩子的心脏相当于七八十岁老人

的心脏，血氧饱和度特别低，跑两步

就喘，蹲下来觉得舒服点。得尽快

安排他去上海看病，拖不得了。”

每个孩子都不应被放弃
孙立忠从事心血管外科临床工

作近40年，是我国心血管外科完成

手术例数最多、病种最全的专家之

一。在德达医院任职后，他致力于

推动公益事业发展。自2016年起，

上海德达医院与公益、社会组织广

泛合作，设立专项基金，救治心血管

疾病患者。每年，德达医院的医疗

专家团队会前往偏远地区筛查、救

助先心病患儿。“我们见过一些孩子

像热依木这样，病情严重，因为家里

穷耽误了治病，一拖再拖。”

第二天，热依木到伽师县众康

医院参加筛查，得知自己可能具备

手术条件后，松了口气，露出浅浅的

笑容。伽师县众康医院是“天使之

旅——新疆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

动”筛查点之一。此次筛查行动持

续10天，通过现场和网络远程确诊

两种方式对全疆0-16岁的儿童开

展先心病筛查，符合救助条件的儿

童将得到免费救助治疗。

3岁的西尔玛(化名)居住在塔

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

乡，6个月大时被确诊为先天性心

脏病，由于当时年龄太小、当地没有

治疗条件、经济负担等因素影响，病

情拖延至今。西尔玛的父亲为赶上

7月15日疏附县的专家筛查，提前

一日就从家里出发。最终专家会

诊，决定为西尔玛免费做手术。

13岁的麦麦提（化名）是复杂

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在孙立忠心血

管健康公益基金资助下，今年3月9

日，到德达医院免费做手术，得到医

护人员悉心照料，结下深厚情谊。7

月15日，孙立忠院长和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到疏附县入户家

访，远远看见麦麦提和父母站在门

口等候。麦麦提术后恢复得很好，

可以回学校读书了。他的梦想是，

健康长大，成为一名舞者。

据当地村干部介绍，麦麦提的

父亲是砌墙工人，母亲是小学厨

师。麦麦提有个哥哥，也是复杂先

天性心脏病，没钱治，活到18岁就

去世了。麦麦提生下来后被确诊为

复杂先心病，母亲整日以泪洗面。

如果不是得到“天使之旅”项目资

助，根本无力承担手术费用。

“手术前，这个孩子情况跟热依

木差不多，非常复杂的先心病，也很

沉默寡言。”上海德达医院外科中

心主任刘建实告诉记者，麦麦提先

前做过一次完全型大动脉转位术，

术后未达到治愈标准，需进行第二

次手术，家里迫于经济压力一直拖

延。去年他在喀什开展筛查，为麦

麦提检查后，发现病情很重。

“当时这个孩子能不能做手术也

有一些争论的。刘教授坚持带他到

上海，来找我会诊，评估手术风险，商

量治疗方案。在刘教授心里，不应该

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孙立忠说。

让更多孩子迎来新生
筛查行程安排很满，刘建实站

在超声机器旁边盯着看，一站就是

七八个小时。“先心病早诊断早治疗

是关键。如果一个孩子需要尽快手

术但没查出来，错过最佳治疗期怎

么办？我不放心啊。”

孙立忠和刘建实在中国心血管

领域都是名气很响的专家，他们医

术精湛、医德高尚，口碑很好，全国

各地的患者专程赶到上海找他们看

病，手术排都排不完。但每年，他们

都会抽出时间去边远地区做公益，

给当地孩子免费筛查、看病。

“我已经60多岁了，即便手术

做得再好，做得再多，也不可能凭一

己之力治好所有的先心病患儿。”孙

立忠自1983年开始从医，救过的患

者不计其数，但面对个别患者家庭

经济拮据等医疗技术无法解决的问

题，依然感到有点无力。

2016年，孙立忠加入上海德达

医院，开始着手将更多公益事业纳

入实处。2019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与孙立忠教授共同设立“孙立忠心血

管健康公益基金”，旨在关注与心血

管相关的罕见病患者救助、学术交

流、人才培养、科研发展等，同时为先

天性心脏病患者提供援助。

在孙立忠看来，做公益，应该与

行业发展相辅相成，几个人的力量

杯水车薪。他透露，未来德达医院

专家团队会去更多边远地区，帮扶

更多患者。“还要号召更多人参与进

来，包括医务人员和社会上有经济

能力的人士，甚至是我们救助过的

患者，竭力去帮助其他人。把爱传

递下去，让更多孩子迎来新生。”

本报记者 杨欢

上海医疗专家赴新疆开展公益先心病筛查

符合救助条件儿童将获免费治疗

■ 上海德达医院专家赴新疆免费开展先心病筛查 本报记者 孔明哲 摄

陌生网友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点

赞抽奖信息，恰巧点赞的你成了“幸

运宝宝”，可兑换奖品还需倒贴钱，

重重兑奖步骤，却处处暗藏玄机，这

样的抽奖迷局可要小心了。

2022年1月的一天，小雨在刷

抖音时，无意添加了“占卜师冉冉”

的微信号。此后几天，该微信号陆

续在朋友圈发布壁纸、表情包及免

费占卜信息，接着又发布微商信息，

并宣传有点赞抽奖活动。刚开始

时，小雨觉得这是微商在引流，点赞

后就没多加理会。可是当她看到对

方发来的私聊信息称，自己是第5位

“幸运宝宝”，有机会参加抽奖活动

时，她开始关注对方发布的信息了。

小雨发现，“占卜师冉冉”每天

会在朋友圈发布给中奖者转账的截

图，连续发布的中奖信息让她很心

动，难以抗拒诱惑的她向对方询问

具体事宜。“冉冉”告诉她，她是第5

位幸运儿，非常容易抽中苹果手机、

iPad等大奖，即使不喜欢也可选择

折现，兑换奖品的前提是先买产品，

随即“冉冉”发来产品选购清单，小

雨选购了一双标价299元的鞋子，

通过对方发来的收款码扫码付款

后，得到一个抽奖链接，果不其然抽

中了一等奖——一部苹果手机。

中奖后，小雨提出折现，这时

“冉冉”却说：“亲亲，你抽中的是一

等奖，折现金额较大，如果想折现，

还需要再购买产品哦。”尝到甜头的

小雨再次购买鞋子，付款后又获得

一次抽奖资格，这次她依然“幸运”

地抽中大奖，可折现6666元。

随后，对方告诉小雨，需缴纳核

实金方可折现，并称核实金会和折

现的钱一并返还给她。被飞来横财

冲昏头脑的小雨，依然认为如此好

事千万不可错过，她立即按照对方

要求，转账2000元核实金。

转账后，对方又以“付款时未备

注”“退款需创建新账单”等为由，要

求小雨继续转账，折现心切的她虽

然无奈，但依旧向对方扫码3次，共

计转账3万余元。而这些本该原路

退回的钱并没有到账，折现的钱和

购买的商品更是毫无踪影，一向热

情的“冉冉”也随即失联，小雨这才

惊觉被骗，匆忙报案。

2021年9月起，类似小雨这样

的受害者有3名，3人互加好友的微

信昵称及微信号虽然各不相同，但

昵称中都带有“占卜”“壁纸”等字

眼，且朋友圈发布内容基本相同，而

这3名被害人无一例外地都成为

“幸运宝宝”，均抽中所谓的“大奖”。

经调查，一个借虚假抽奖活动

之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浮出水

面，此团伙由3人组成，24岁的谢某

收购微信号后，交由22岁的朱某和

20岁的毛某，由她们发布免费占卜

等吸引流量，运行一段时间后，便在

朋友圈发布点赞抽奖活动，并向每

个点赞的好友发送中奖信息，虚构

购买商品可进行抽奖的事实，骗取

被害人转账后，发送虚假抽奖链接，

人为控制抽奖程序，谎称抽中的大

奖可折现，进一步使用折现需缴纳

核实金等为由骗取被害人财物。经

查证，该团伙利用上述方式骗取被害

人小雨、小张、小涵共计5.6万余元。

近日，普陀区检察院以诈骗罪，

对上述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本报通讯员 王晓丹 记者 江跃中

免费占卜？折现6666元？
朋友圈抽奖实为诈骗陷阱

新民随笔

■ 麦麦提（化名）受资助做完手术后恢复良好，见到孙院长献上拥抱 陶冉 摄

算法这几日总是发来一些充
满“回忆杀”的推送，许是窥见了
我上周末在各种关于上海全面完
成持续30年的成片二级旧里改
造的直播、短视频和图文报道里
“深陷”。

人的回忆常常拥有一种奇特
的滤镜：当年的困难很容易被柔
光处理，而往事里的那些美好也
总是自带高光。于是，在上海闲
话的讲述里，在石库门弄堂的环
境里，听者、观者和读者感受到
的，还有万般舍不得——是在对
未来新居生活的满怀憧憬之中，
遍布在情绪的角落和缝隙中千丝
万缕的舍不得；是对留在蜗居岁
月中那些成长的烦恼、螺蛳壳里
做道场的小确幸、远亲不如近邻
的共同回忆的舍不得。
眼下正值盛夏，也是最好“嗑

老上海剧情”的时节。老清老早
此起彼伏刷马桶的声音，冰镇可
可牛奶和幸福可乐、紫雪糕和绿
豆棒冰的味道，搬把躺椅在外头
乘风凉一乘就是大半夜的夏令生
物钟……谁还没有一个在石库门
弄堂里长大的童年呢？
浙江路桥整修的时候，有感

而发地写过“外婆桥”的故事；还

曾发了心要每年都写点什么，考
证和记录老房子的故事。写过徐
园和海宁路上的绞圈房子，便没
空再写下去了。小学母校传说要
迁址的时候，回去仔仔细细拍了
周围的弄堂、曾经的上学路。闺
蜜几次说要同行，也都因为这样那
样的忙碌而作罢。心里总有一句
托词：谁还没有一个在石库门弄堂
里长大的童年呢？类似的私家记
忆，总会有人记得。说着说着，便
发现这话也已说不真切了。城市
更新，岁月更替，随着旧里改造的
不断推进，在这座城市里，越来越
多的童年不再是在弄堂里长大。
告别了逼仄的旧居，人们是不是也
想告别那些在老房子里过好小日
子的温暖与认真呢？
看过一部关于河滨大楼往事

的纪录片，除了描述“远东第一公
寓”的盛况，也记录了楼里居民家
长里短的琐事。在这几年旧里改
造的报道中，也见过不少地方特
意为居民定格的影像资料。我
想，那些镜头里的脸孔、故事里的
主角是幸运的。也许，我们还可
以多做点什么，为即将乔迁新居
的人们，留住那些私家记忆，留住
那些奋斗岁月中美好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