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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帮

有
回
音 本报讯（记者 李晓

明）多位市民向“新民帮侬
忙”反映，在淮海西路番禺
路路口附近，有一块地铁
指示牌指向不清，字迹模
糊，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

在淮海西路274号附近，一块陈旧
的地铁指示牌明显老化：表面掉
漆，字迹斑驳难辨。该指示牌的
指引箭头方向指向的是小区外
墙，既未标明指向的地铁站名称，
也未标注步行距离。“到底该往哪
儿走？这牌子跟没立一样！”路过
市民纷纷表示疑惑。
那么，这块指示牌本应指向

哪里呢？记者前行约700米，发
现指引的方向是轨交3、
4、10号线虹桥
路地

铁站。而在指示牌所在位
置，根据地图查询，实际上
距离更近的地铁站为轨交
10、11号线的交通大学
站，只需步行400多米即
可到达。这两个地铁站不
仅步行距离不一样，而且
线路也存在差异，对于需
要乘坐轨交出行的行人而
言，指示不明确很可能出
现误导。
对此，不少市民呼

吁，希望能对这块
“过时”的地铁指示牌及时
进行更新，明确标注方
向、站点名称及步行距
离，让出行指引更精
准清晰，为市民
减少不必要
的困扰和
麻烦。

本报讯（记者 陈浩）加梯搁
了浅，退钱却不能。2024年9月11
日，本报7版刊发《公告数月不开
工 苦等加梯居民忧》的报道，反映
静安区洛川中路1100弄39号楼加
装电梯的工程，因上海纯煦电梯工
程有限公司出现各种问题迟迟无
法开工。近日，居民们向记者反
馈，在“新民帮侬忙”的持续关注下，
经共和新路街道和静安区相关部门
的反复协调，该电梯代建工程现已
更换其他代建企业。加梯工程在居
民们的期盼下，终于开工了。
静安区洛川中路1100弄39号

楼每层4户，6层共24户。大楼没
有电梯，居民多年来上下楼十分不
便。该楼加装电梯业主意见征询
以91.66%高票通过，并于2023年8
月与上海纯煦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代建合同。2023年9月和

2024年1月，该楼居民通过共管账
户分别向纯煦公司支付157950元
和236925元。但之后工程迟迟不
开工。记者采访获知，纯煦公司因
资金困难经营而陷入困境，导致该
公司在多个区的多个加装电梯代
建项目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39号楼加梯搁浅事件引起相
关部门重视，多次组织“研讨会”。
区加梯专班、街道加梯办多次发函
约谈纯煦公司，协商后续事宜。纯
煦公司继续代建存在困难，几方协
商退款方案。但纯煦公司资金困
难，退款事项至今没进展。后续居
民不排除通过司法途径追讨代建
资金可能。退钱虽暂时无果，但居
民的加梯需求不能耽搁。在街道
加梯办引荐下，另一家代建企业上
海佰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同意在
暂未收到前期一半代建资金的情

况下，接手工程。记者
了解到，佰家公司接手
洛川中路1100弄39号
楼的电梯代建工程后，
走完了相关审批流程，包括区规划
资源局审核设计方案，市安监所论
证施工方案、区建管委核发开工建
设许可等。据悉，该公司在小区已
代建了19部电梯。
今年5月，加梯工程顺利开

工。截至记者发稿，基坑建设刚刚
完成。记者看到，基坑位于39号
楼门前四周有铁丝网围起。据施
工人员介绍，基坑深三四米，有6
个桩柱。待基坑养护结束，后续再
进行轿厢建设和安装电梯等。记
者了解到，代建过程各环节如果顺
利的话，预计工程可在今年9月至
10月结束。竣工验收完毕后，即可
交付使用。

那场起死回生
感恩生命，致敬医者。甫一相

会，何根正和许泉根一眼看到李医
生，就急切地直呼：“是她，是她！”
在他们的印象中，李医生秀气文
雅，一身白大褂；而今85岁的她已
是满头白发。“但还是那样温暖的
笑容，亲切的眼神。”他们说。

85岁的李医生，73岁的何根
正和许泉根，结缘于何根正那场来
势汹汹的黄疸型肝炎时，李医生才
30多岁。她作为上海赴云南第一
批医疗队的成员，和队友乘坐3天
火车和5天长途汽车后，来到云南
西双版纳的山沟沟。“那里什么都
没有，只有漏风的茅草房。我们大
概安顿下来两三天后，就遇到了何
根正。”李医生说，当时“小鬼头”黄
疸很严重。

51年后，大家见面才知道，李
医生当年救下何根正，还有另一番
“曲折”。可以概括为“三救”。

其一，当时当地医疗条件极
差，唯一收治病人的房间是一个大
通间的茅草屋，而肝炎属于传染
病，不符合收治条件，在李医生的
建议和其他人员的协调下，还有许

泉根的反复求助下，何根正才得以
住进刚刚搭起来的新草房内。其
二，对于何根正的治疗，李医生和
队友们想尽各种办法努力缓解病
人的心理焦虑。其三，李医生告诉
记者，当地化验条件很差，没有可
靠的针对肝炎的化验设备。作为
内科医生的她，曾有10年肝病专病
病房从医经历，凭着所学和经验，
给何根正采取了“护肝”和“激素”两
手疗法。她凭着医者仁心，冒着
“激素”疗法的风险，调整治疗方
向。为何是风险？“黄疸型肝炎的
两种致病因：一是病毒引起的，另
一种则与自身免疫力相关。两种
病因的治疗方向相反。其中，‘激
素’疗法对病毒引起的黄疸型肝炎
具有负面作用。”最后，正是由于李
医生准确判断何先生患的是胆道

堵塞引起的胆汁淤积型肝炎，对其
对症下药，一周后他的病情有所好
转，两周后黄疸退清，予以出院。
何根正起死回生了！可让人

有些啼笑皆非的是，因他之前被诊
断“只能活两个星期”，出院那天，
不明就里的“生产队”以为他快死
了，还特地送来一副棺材。
随着当年救治细节的“解密”，

何根正感慨地说，在当年简陋如纸
糊的“病房”里，是李医生凭一腔孤
勇与医者慧眼，冒着他不知道的风
险，为他重新点燃了生的微光。

那段支援岁月
对于何根正的感恩，李医生却

连连表示，自己作为一名普通的医
务工作者，治病救人是最基本的职
责，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时常告诫

自己：看到困难，要往前冲。”
李医生参加上海赴云南医疗

队时，家中留下了两个女儿，分别
是5岁和3岁。她赴云南“支援”13
个月，其中5个月就在何根正所在
的勐捧农场。

她救下的危重病人，何止一个
何根正？据悉，她曾在显微镜下反
复搜寻，为低烧加贫血病人找到疟
原虫，对症治疗；她曾与队友们鏖
战十小时，将擦枪走火者体内的子
弹取出；她曾为山民来回爬一天山
路只为求一颗退烧片而心酸；她更
曾为当地妇女儿童缺少对自身健
康的爱护而心疼……医疗队离开
勐捧农场时，人们夹道相送的真诚
泪水，是对她“往前冲”精神最深的
铭记。“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回到上
海后，我们都把这段记忆深深印在

心底里。”李仲说。
后来，她又参加了上海赴安徽

芜湖的医疗队，为当地送去医疗
支援。直至退休，她仍然执着坚
守着“为病人永不放弃”的“医者仁
心”。

那声今生珍重
在昨天的见面中，李医生的一

颗心暖暖的。她也感谢何根正和
许泉根从未忘却那一份“当年情”。

临别再次握手。隔着半个世纪
的时光，当李医生的手轻轻落在何
根正与许泉根的头顶，那一声久
违的“小鬼头”，仿佛与当年茅草房
病榻边那温和的声音丝毫无异。
时光从未流逝，只在今日悄然折
叠。三双布满岁月刻痕的手交叠
紧握，所有未尽的言语、半世的牵挂
与敬重，都无声地沉淀于这温热的
掌心。

临别时，何根正和许泉根给静
安区中心医院和李医生送上锦
旗。大家彼此记下了对方的联系
电话，互道今生珍重，期待今后再
见。而今，他们不再像医生和患
者，更像分别多年的姐弟。

本报记者 陈浩

一声“小鬼头”半生医者情
一场跨越51年的握手昨上演。对于病危知青记恩多年，

85岁李医生称治病救人是基本职责，没什么了不起
“李医生，我们终于找到你了！”这一声问候，

整整穿越了51年。
1974年，在云南山区，22岁上海知青何根

正突发急性黄疸型肝炎，被判定“只能活两个星
期了”。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来自上海赴云南
医疗队的一位李姓女医生以医者仁心收下病人，
并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从此，何根正和好

兄弟许泉根心中，种下了对李医生无尽的感恩与
怀念。

近日，在“新民帮侬忙”的牵线寻访下，“李医
生”被找到了，她叫李仲，今年85岁。昨天，在静
安区中心医院，何根正和许泉根终于再次见到了
李医生。她摸摸他们的头，一句“小鬼头”，把大
家的思绪带回到了当年那生死边缘的两周。

小区加梯搁浅后传好消息 经相关部门协调

新公司接手 加梯工程开工
指
示
牌
字
迹
模
糊

市
民
寻
路
没
方
向

小
忙

再
追
踪

■
何
根
正（
右
）
和
许
泉
根（
左
）
见
到
李
仲
医
生
后
高
兴
又
激
动

本
版
摄
影
本
报
记
者
陶
磊

■
何
根
正
（
左
三
）

为
李
医
生
（
左
二
）

送
上
锦
旗
，感
谢
救

命
之
恩

小
帮

民
有
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