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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出生证明也得“怀胎十月”

孩子出生过三月跑了三次未拿到“正式”出生证明
本报讯（记者高晶晶）“我的孩

子现在都过百天了，准生证、出生医院
的医生证明都有， 可到现在还换不到
正式的出生证明，孩子户口也没法上，

难道一张出生证明也要十月怀胎吗？”

光山县城区一个年轻爸爸刘某忍不住
发牢骚。

据了解， 刘某的孩子于今年
5

月
初在光山县人民医院出生，医生当时
开具了简单的出生证明，并嘱咐刘某
要拿着医院的出生证明到光山县妇
幼保健院更换正式的出生证明，这样
才能给孩子上户口。 刘某于

5

月下旬
第一次去换出生证明，当时负责换证
的人员说需要提供详细的父母双方
资料，来回两趟后，刘某把资料备齐，

工作人员随手写了一张
8000

多号的
排号单，让回家等着；

7

月中旬刘某再
次去换证， 工作人员称号未排到，下

次再来；

8

月
17

日，刘某第三次到妇幼
保健院，工作人员告诉他，“你的号没
到，继续等着吧！”至于目前办到多少
号，工作人员压根不说，只是强调要
等着。

果真是因为办出生证明的孩子
太多需要排号么？ 我要找他们的领
导，却找不到人。在现场看到旁边有
直接换证的，我就问工作人员号是怎
么排的， 有些人怎么没排号就能办，

工作人员却说只要我能拿到一张正
式的出生证明就能给我办。

记者了解到，在信阳市区，只要
资料齐全，一些医院可以直接为刚出
生的婴儿办理正式出生证明，而不是
非去妇幼保健院办理不可。实行为初
生婴儿办理统一的出生证明可以方
便管理，可为了一张出生证明让孩子
的父母来回跑是谁的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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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吃水都很困难，但当看到农村留守
老人缺水吃时，他毅然坚持每天给老人挑水。

三十七八度的高温，不干活都出一身汗，而他
却不顾炎热天天坚持下去。”

8

月
17

日，罗山县
灵山镇居民程学刚给记者打电话介绍该镇张
楼村小学教师黄和基乐于助人的事儿。

黄和基：举手之劳，没啥！

8

月
19

日上午，记者来到张楼小学见到了
黄和基老师。“没啥，都是乡亲乡邻的，挑几担
水是举手之劳。”身体单薄的黄和基腼腆地对
记者说。

灵山，素来山清水秀。这里河道遍布，溪
流淙淙，当地老百姓从来没有为水而犯愁。而
今年夏季的高温少雨，却让这里的河道断流，

水井枯竭， 该镇街道和农村的居民饮水出现
了困难。

7

月
30

日，张楼村下楼组
77

岁的留守老人
李光成家里水井开始断水， 老两口吃水成了
大难题。暑假护校的黄和基得知后，找来两个
水桶， 把从学校老水井里抽出的水挑到老人
家中。“挑水还是童年的记忆， 现在镇上和学
校都安装了自来水，农村家庭里都打了水井，

谁还挑水吃呀！今年大旱，自来水也流不出来
了， 水井也没水了。 幸亏学校备有一个老水
井，隔一天能抽出五六担水来，我每天上午来
学校抽出这些水，挑到老人家中。”黄和基说。

黄和基家住在灵山镇街道， 离他任教的
张楼村小学有

2

公里多。 他家也吃水困难，所
以， 每天半夜他都要起床去镇边的老土井取
水。早上吃罢饭后，他就急忙赶到学校护校，

然后给李光成家挑水。

记者在李光成家看到，

3

个水缸和
4

个水
桶里已装满了水， 但水质有些浑浊。“这是黄
老师刚挑的，水井蓄一天就这点水，再抽就没
有了。”李大爷说。

李光成：他是一个大好人
今年

46

岁的黄和基是灵山镇本地人。他
1985

年从信阳师范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在农村
小学任教，至今

28

年。

黄和基在张楼小学任教已经
10

年了，在
这个只有

100

多名孩子的村小里，他既是老师
又是家长。

“学生大部分都是住校的留守儿童，因年
龄小，生活能力差，所以，黄老师经常给孩子们
洗衣服、辅导功课。每天孩子睡觉以后，黄老师
总是不放心，挨寝室查看，生怕孩子出啥问题。

他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亲， 总是呵护有
加。因为家离学校近，所以，每年寒暑假，他都
要求看护学校。”同是村小教师的李永强说。

张楼小学坐落在一个小山顶上， 而李光
成老人的家就住在山脚下。 沿着弯曲的山路
从学校到李光成家大约

300

米。

“我的几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得知我们
老两口在家遇到吃水困难时，孩子们很焦急，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多
亏了黄老师这样的好心人。”李光成说。

“挑一担水来回少说也有
500

米，黄老师每天给我挑
5

担水，这来来回回
就是

2500

米。三十七八度的高温，高高低低的山路，至少
80

斤重的一担
水，对黄老师这个教书人来说，要出多大的力气呀！而黄老师愣是坚持
了下来。有时他给我挑完水，我心里过意不去留他在家吃饭，他总是婉
言拒绝，连一支烟都不抽，真是个大好人呀！”李光成感动地对记者说。

“做人得讲良心，咱既然知道了老人家没水吃，总不能眼看着不管
吧。况且学校离他家也近，学校水井里还有一点水。要是学校里的水井
没水了，我想帮也帮不上啊。”黄和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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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心 无 尘 大 爱 有 情

———记解放军第一五四中心医院骨科
C

区主任医师翟照
温青王传正

有过下乡插队经历的翟照，最大的收获是能吃
苦。他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一步
一个脚印，苦学专业知识，勤抓业务技能，成就了他
的今天，成为一五四医院第一个具有研究生学历的
主任医师。看着一位位患者转危为安，迈步走出医
院，他深情地说：“下乡插队磨练了我的意志，一五
四医院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经翟照治愈的患者都夸赞：他有一颗平民与慈
爱之心，他有一双厚实与灵巧之手。“爱心、责任心
是一个外科医生必须具备的特性，要站在患者的角
度，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翟照经常这样
说。在如今医疗纠纷频发的年代，只有坚持“生命大
于天，从医德为先”的行医理念，把提升自己的思想
素质和职业道德放在首位，认真为病人诊疗、热情
为病人服务、真诚与病人沟通，把病人的生命安全
放在第一位，才算得上一位好医生。他常对同事说，

“仁者医心，一个医生不仅要有爱心、责任心，更要
有一颗善心。”他不仅要求科室的医生和护士对待

病人要有善心，自己更是身体力行。

今年
4

月底的一个晚上， 一位精神病人在高速
路上被汽车撞伤，当时送到医院呈昏迷状态，右踝
关节畸形、肿胀、疼痛明显，翟照见状，二话没说，对
病人做了周到合理的治疗。第二天，病人醒来，精神
病发作，神情亢奋，对护士、医生又打又闹，还不时
地辱骂护士和同房病人，护士和医生都气不打一处
来，翟照则笑着对他的同事们说，作为医护人员，我
们都要做好受点委屈的准备，当你看到他们顺利康
复出院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去年春节，一名流浪汉在公路上遭遇车祸被交
警部门送到一五四医院，送来时，衣衫褴褛，全身臭
气熏人，翟照却不怕脏，不嫌臭，立即同护士一起为
其清洗身体并更衣，在家人不在又未交费用的情况
下，采取了最佳医疗救助措施。在后期的护理过程
中，科室出钱专门为其找了一个护工。好多医护人
员都不理解他的这一做法，翟照说，既然人家把病
人送到我们医院，就是对我们医生的信任，我们就

要为病人服务好。用护士长程书伟的话说，跟翟主
任一起工作，你不仅能从他身上学到责任和敬业精
神，还能体会到一种情感，他总是带着感情来为病
人看病。

一滴水里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 一个科室的风
格也能映衬出一所医院的风采。 在笔者采访翟照和
他的同事们时， 给笔者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团队
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跟着翟照的戴华昌医生已经

7

年
了，在这

7

年时间里，他每天都耳濡目染翟照的一举
一动， 并深深地影响着自己。“从大学毕业跟着翟主
任到现在，他不仅教给我技术，更教给了我很多为人
处世的道理，他的低调不张扬、他的乐善好施、他的
宽广胸怀，都时刻激励我。但翟主任也对我们要求很
严格。”他说，工作上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纰漏，让我
们时刻都要学习，掌握最新最前沿的科技知识。

“医生是一个业务性很强、风险性很高的职业，

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严谨地进行工
作， 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 翟照这样要求青年医

生，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从医
20

多年来，翟照始
终坚持学习不辍， 大到国际国内前沿理论动态，小
到开刀缝针的实用技术，只要是对治疗有用，只要
是能为患者解除病痛，不管再难，他都坚持学习。

2008

年
2

月的一天， 一位平桥区患者慕名来到
医院，入院时左下肢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肿胀，

远端血运差，足趾已出现坏死现象，外院不少医生
建议其接受截肢手术，翟照和他的团队通过反复讨
论，认为只要治疗得当，是可以避免截肢的，为了保
住患者肢体，翟照连续两天两夜查阅资料、请教专
家、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的治疗方法，经过

5

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终于转危为安，避免了截肢
的痛苦。

好学之心成就了他的灵巧之手， 如今的翟照，

在豫南骨科领域已然小有名气，很多患者都是冲着
他高尚的医德、 精湛的技术驱车数百里赶来的。面
对络绎不绝的患者，翟照把如何提高团队整体技术
水平作为为患者服务的重点环节，他常说：“一个人
的技术再好，服务的对象也是有限的，只有整个团
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才能
服务好更多的患者。”他认为，提高团队战斗力，不
仅仅在于技术水平的提升， 还要注重科室的管理。

不仅要达到医院管理的基本要求，更要注重科室人
文环境的建设。“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都非常羡慕
我们科室的人际关系，觉得我们科室人员相处得特
别融洽，在这里工作心情舒畅，”他自豪地说。

老 人 健 身 也 很“

嗨

”

“全民健身舞动中原”是
今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日的主
题。从

8

月
8

日这一主题活动在
全省拉开帷幕以来，我市全民
健身活动也精彩纷呈，

8

月
20

日，市委老干局、市体育局和
市老年体育协会又联合举办
了“全民健身舞动中原”信阳
市老年人文体表演。

昨日一大早， 河公园益

寿苑内音乐阵阵， 全市老年人
文体爱好者云集于此，参加“全
民健身舞动中原” 信阳市老年
人文体表演。 来自我市各个社
区和健身网点的老年人热情不
减当年，虽然是早上

7

点表演就
开始了， 这些老人们依然早早
赶到现场， 有的还不时照照镜
子补补妆。表演开始，场上演员
表演激情四射， 场下的观众鼓

掌叫好， 气氛异常火爆。 大合
唱、模特走秀、抖空竹、太极拳、

健身球等丰富的节目将近
20

个， 主办的老年体育协会负责
人笑着对记者说， 这些老年人
的积极性高得很， 不让谁参加
都不行， 每次举办这样的活动
节目单都排得满满的。

据悉，这样的活动将持续
两天。

□

本报记者周海燕张勇

军医名片：翟照，男，

1959

年出生，毕业于郑州
大学医学院，获骨科硕士学位，主任医师。翟
照从事骨科临床工作近

30

年， 有较丰富的实
践经验。目前担任有军内外专业委员职务，发
表论文

10

余篇，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荣立三等功一次。

“情系红色老区、护佑百姓健康”军医名家访谈系列报道（之三）

流浪少年闹市区饿倒 信阳网友网上救助

8

月
19

日，据网友“彩虹勇士”发微博
称：今天

14

时
30

分左右，路过潢川县人民医
院西侧某饭店门口， 远远看见一半裸男子
躺在灼热的大街上，在豪车、飘香的酒菜、

醒目的医院招牌下分外显眼。 本以为是艺
术家在搞行为艺术，走近一看惊呆了。

微博发出后，媒体人李光远迅速转发
给了信阳媒体人和知名网友，引起了众网
友的关注。

茶人良韵：“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
骨。”权贵们歌舞升平，弱势者求助无门，

冻死路边。

千年雪魂：民政局长出来走两步吧！

张因祥：冷漠加无助，这就是幸福之城？！

史锦鹏：不知杜甫怎么想？重写还是
改词？

盛大林：可怜的人儿！

李光远：昨天下午
5

时，潢川民政局负
责流浪人员救助的股长称，正陪领导视察
工作，会安排人看现场，但一直没有回复。

我家的香樟树：这东西和豪车里、酒店
里坐着的人，都是一样的生命，都是一样偶
然的机缘，光顾在灵性世界的生命。你们本
可以友爱些，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信阳同城：亲们，全国关于流浪汉的
事件一直没有着落，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
么？是流浪者怕失去自由，还是民政部出
钱出得不够？

信阳新闻网：流浪男子因饥饿生命垂
危，倘若当地民政局知情不救，导致死亡
的，民政局负有玩忽职守罪。

众网友的网上救助终于引起了有关部
门的关注，李光远发博称：

20

日下午
3

时，记
者致电潢川县民政局一位何股长， 他称流
浪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接受简单治疗， 后被
送往救助站，暂时居住在那里。

□民生微博

《交了三年高价电市民不敢过夏天》后续报道

电价已改 电表在修

———中山南路金城商住楼住户高价电问题已得到解决

在本报于
7

月
25

日
5

版刊登了题为
《交了三年高价电市民不敢过夏天》

的报道后，经过多方协调，困扰了该小
区居民长达三年之久的高价电问题，已
基本得到解决。

据了解，金城商住楼系
1998

年中山
南路老城办事处旧城改造项目，现有居
民
20

户，其中
15

户为河区原直管公房
返迁户，

5

户为老城办事处返迁住户。项
目建成后，开发商未将商业用电改为民
用电（商业用电为

0.77

元
/

度，民用电为
0.56

元
/

度）， 导致
2010

年以来该楼居民
每度电多交

0.21

元。

此事见报后，记者多方联系和协调
此事，

8

月
16

日，记者从河区区委督查
室了解到，该小区住户电费已调整。

8

月

19

日，记者再次走访该小区时，该小区住
户纷纷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并告诉记
者，已接到通知称从

8

月起电费将由
0.77

元
/

度调整为
0.56

元
/

度，不过，由于是每
户一个小电表， 然后汇总到小区的总电
表上， 电费的收取将会是一个比较麻烦
的事情。据了解，开发商现已将住户相关
证件的复印件取走，正在办理一户一表，

到那时， 困扰小区居民三年之久的高价
电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此外， 该楼原有
2

处已建成的公共厕
所（一处位于二楼，一处位于一楼），开发商
无故将二楼的一处予以拆除， 作为堆放杂
物的储藏室，不让居民使用，并将一楼厕所
交由商户“美丽心情”使用。因两处公厕均
无法使用， 给该楼的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不便。经过协调，开发商承诺将把公共厕
所钥匙分配给附近的两家住户，共同使用。

□走基层 访民生

□

本报记者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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