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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为父母烧顿饭”系列报道之二

韩爷爷用上“二维码胸章”。 戴睿云 摄

本报杭州9月22日讯
记者 戴睿云
通讯员 杨帆 裘梦洁

上午，95 岁的独居老人韩爷爷
走进杭州水澄桥社区办公室，领取
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社区为他订
制的“二维码胸章”。“这个小东西很
轻便，随身带没负担。我不会用手
机，带着它，我一个人出门更放心
了。”韩爷爷说。

近日，杭州上城区南星街道水
澄桥社区为独居、空巢、残疾等 18
位特殊老人，各订制了一个“二维
码胸章”。社区通过网络上易寻的

“二维码生成器”，输入老人相关信
息，就能形成一个私人订制的专属
二维码。只要用智能手机扫一扫这
个二维码，老人的姓名、所在社区、
社区联系电话、既往病史便一目了

然。比如扫一扫韩爷爷的“二维码
胸章”，手机上就立即显示出四排文
字：“韩某某（独居），民安苑小区，水
澄桥社区86583483，高血压”。

“如果老人不慎走失或者发生
意外情况，好心人扫一扫二维码，就
能够知道老人所在的社区及联系电
话，帮助老人顺利回家。”水澄桥社
区书记吴佳容告诉记者，信息里特

别加上了老人的病史，如果老人出
行的时候发病，救护人员还能够在
第一时间掌握老人的疾病情况及时
施救。

社区是怎么想到这个好主意的
呢？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些
日子，住在民安苑小区的独居老人
王大伯外出散步，突然晕倒在人行
道上，不少热心路人或是拨打 120

或是脱下衣服给老人取暖，却因不
知病因不敢贸然搬动和施救。好在
离家不远，有邻居认出王大伯并联
系水澄桥社区，社工及时将老人送
到市三医院抢救，经诊断，王大伯颅
内出血，所幸救治及时，避免了一场
悲剧的发生。

城市里有很多独居、空巢、残疾
老人，倘若老人出行的时候发病、走
失，指望着每次都有人及时联系社
区显然不现实，水澄桥社区想到了
为老人制作“二维码胸章”的办法。

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水澄桥社
区也考虑到了。如果任何人经过扫
描二维码都能掌握老人的详细个人
信息，可能给老人带来一定的安全隐
患。因此，为防止二维码被不法分子
盗用、滥用，“二维码胸章”上留的联
系电话是社区的电话，而在社区的电
脑操作端里，则有老人完善的信息资
料，这样既保护了老人的隐私，又能
实现社区帮助老人回家的目的。

据悉，南星街道通过近期的试
行完善后将在整个辖区范围内推
开，只要社区里的老人有需要，均可
以向社区提出申请。水澄桥社区已
经 准 备 再 制 作 100 个“ 二 维 码 胸
章”，满足社区内更多老人的需求。

杭州老人用上二维码身份牌

小小胸章，“码”上回家

本报杭州9月22日讯
记者 聂伟霞

“你们为我拍的照片很珍贵，
这是我第一次拍个人照，我想寄
给昆明的儿女们！”两天前，“孝在
方寸间”摄影组记者专门给安吉
县孝丰镇赋石村大王山自然村
80岁老人邵彩香送上了照片。

截至目前，由浙报集团、浙江
省文明办、省慈善总会、省老龄
办、浙江圣奥慈善基金会和安吉
县文明办共同举办的圣奥老年公
益摄影活动“孝在方寸间”摄影
组，共为全省千位老人拍了照，记
录下老人最美的瞬间，重阳节前
夕将它们陆续送到老人手中。

应邵彩香老人的要求，记者
将照片寄往昆明大儿子莫承高
家。

今天，收到照片的莫承高打
来了电话，中午时分，三姐弟放下
手头的生意聚集在大哥家，电话
里，传来了女儿莫承凤的抽泣声：

“照片里的妈妈明显比以前老了
许多，头发稀了，白了⋯⋯”

“其实，老人想的不仅仅是给
她烧顿饭，她更是想见到我们。”
电话那头，莫承高不断地向记者
诉说着对母亲无奈的思念和愧
疚。

“记得最近一次回家是前年
春节，那年农历二十五，在老家
的小院里，母亲正坐在门前的小
凳子上，像个孩子一样地抚弄着
那只她养的小狗，脸上的神情宁

静而祥和，仿佛小狗是她收养的
一个乖巧的孩子。”莫承高回忆
着。

看着眼前的一切，莫承高不
想去惊动母亲的沉静。而让莫承
高深感愧疚的是，原本唠唠叨叨
的母亲变得不爱说话了，80 岁高
龄的她不再在儿女面前抱怨。“14
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姐妹四
个总不能一起回家看母亲。”莫承
高说，14 年前，他带着四处借来
的 1 万元到昆明创业，刚开始，他
租下了一间小铺子卖家具。两夫
妻既当工人又当老板，每天工作
十二个小时以上，一年 365 天没
有休息天。

从白手起家到现在，四兄妹
生意做大了，各自掌管两个商场，
但由于是家族经营，管理不规范，
每天还需要自己守店。“要是不守
着，一天就有可能损失上万元。”
莫承高说，多年来，兄弟姐妹虽然
轮流着回去看母亲，但每次回家
只有短短的几天。

不能时常陪伴母亲左右，甚
至连春节，也不能保证回家，而邵
彩香则不愿离开故乡跟子女生活

在一起。曾经有很多次，莫承高
劝说母亲到昆明生活，可老人总
是说：“我还能动，还能自己做饭
吃，再说了，我还种着菜呢，我去
了，那些菜地不是得荒着，可惜
了。”

“事实上，母亲不愿意离开
故土是有很多原因的，她已经在
那片土地上生活了 80 年。”女儿
莫承凤接过电话说，母亲熟悉故
乡的一草一木并且深爱着故乡，
那里不仅有她躬耕一生的土地，
而且有可以互相倾诉的老伙伴
老邻居，那里有她节衣缩食盖的
老屋，也有长眠在竹林中的父
亲。

“再忙，这个重阳节，我一定
回家，给婆婆烧她最喜欢的鱼头
和红烧肉，了却老人家的心愿。”
媳妇祝珍娥说。

多年在外打拼的儿子给母亲打来电话——

“重阳节，我们一定回家”

邵彩香老人的子女聚在一起
看妈妈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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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武义县山稻推广种植现场会的农业干部和种植户，冒雨参观百灵谷科技有
限公司山稻基地。 张建成 摄

记者 应磊
市委报道组 吴培维 黄成峰

在奉化老人王岳忠的衣袋里，
有一张用薄膜包裹的照片，他藏了
十几年。为了记住照片上的这个
人，王岳忠时不时要掏出来看一
看。这个人就是奉化市人民医院的
外科医生王晓亮。

“我现在的命是王医生给的，无
论如何不能忘记这个救命恩人。”王
岳忠捧出一本用线缝起来的残破的
病历本，来证明当年的情景。 2003
年，王晓亮成功治愈老王的胃癌。

“动完手术后，我一感到不舒服，就
打电话给王医生，有时候是深更半
夜，王医生每次都非常耐心，还尽量
帮我节约费用，比亲人还亲啊。”王
岳忠说得很动情，老人现年 82 岁，
身体硬朗，还能依靠卖爆米花维持
家用，无法想象当初他是一个癌症
病人。

在王晓亮的手机里，储存着几
百个病人的号码，他说这样可以方
便联络。就在记者采访王晓亮的一
个半小时里，他接了不下十个电
话。“这个手机响起，肯定是病人找
我，专门为他们配了一个手机。”王
晓亮告诉记者，他的手机号码也十
分用心，最后四位 3721，意味着病
人只要有事，就可以不管三七二十

一，直接拨打。
今年是王晓亮从医的第二十个

年头，几千次走上手术台，却没能亲
自上母亲的手术台。“当时有两台手
术，一台是自己的母亲，另一台手术
是胃癌根治术，我必须亲自上。”王
晓亮走上了别人手术台，“母亲在手
术中发生了大出血，第二天去世了，
我不确定我亲自做手术是否能延长
母亲的生命，但我至少可以和母亲
在一起，陪她走一程。”说起这些，王
晓亮眼里噙着泪花。

一名胃癌治愈病人一出院就种
了一棵桃树，五年后，桃子成熟，立
马送到王晓亮跟前。“我跟他说过，
手术后能存活五年的话，以后就不
会有问题了。”王晓亮说，桃树栽下
到收获刚好五年，桃子成熟也寓意
病人从此逃出癌症折磨，恢复健
康。“我吃到这些桃子，非常开心，感
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

多年工作，王晓亮攒下了 200
多天欠休，也没有时间去补上。现
在，王晓亮还利用业余时间在网络
上进行健康宣教，每天至少一个多
小时要在论坛上和网友交流，成了
一名“网络好医生”。就在前不久，
一名多处求医却无法治愈甲状腺亢
进的患者，在网上找到王晓亮的QQ
群。在王晓亮检查下，很快明确了
患病原因，最终得到有效治疗。

奉化有个“网络好医生”

王晓亮：妙手仁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建成） 武
义县俞源乡钟蓬村半山腰，秋雨绵
绵、云雾缭绕，近日，这里举行了一
场山稻推广试种现场会。

武义是个“八山半水半分田”的
山区县，套种山稻有着得天独厚的
条件。置身浙江百灵谷科技有限公
司种植的 3000 多亩山稻基地，山坡
上层层叠叠的山稻正处在成熟期：
长长的稻穗已带黄色，在秋雨中迎
风招展；缭绕的云雾在半山腰飘动，
时而遮住层层叠叠的山稻，时而掀
开满山的稻浪，眼前一派丰收的景
象。

百灵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舍男介绍，去年他们在油茶幼林
中套种的山稻遇到连续 40 多天高
温干旱，山上番薯、玉米、黄豆都绝
收，可山稻亩产还达 100 多公斤。
今年又经受了低温多雨的考验，但
山稻长势普遍好于去年，预计亩产
可 超 200 公 斤 ，按 目 前 山 稻 大 米
100 元一公斤计算，亩收入至少有
12000 元。

省林科院常驻武义的科技特派
员刘本同说，套种山稻不用催芽育
秧，到季节种子撒到土里就行，不用
耘田、浇水、施肥、打农药。不但省
事，而且种出的大米还是绿色环保
的，价格是普通米的十几倍。

武义：半山腰上种山稻

本报讯 （区委报道组 冯旭文）
天刚蒙蒙亮，湖州南浔区善琏镇和
平村的姚志成就来到村里还在建设
中的农民休闲公园，看着自己捐赠
给村里的那棵朴树，树梢上抽出了
细嫩的叶芽，他脸上绽出宽慰的笑
容。

这棵奇异的朴树原本生长在老
姚家的地上，树龄估计有几十年了，
两枝主杆直径达 30 厘米，高 10 多
米，两枝主杆的底部又各自长出 1
株榆树，直径近20厘米。

今年，和平村拉开了创建湖州
市美丽乡村的大幕，姚志成家的土
地流转给村里建造公共服务设施，
这棵朴树的去留一时成了他的心
病：移植吧，没适当的地儿；砍了
吧，心痛难忍。正当他纠结之时，
村党支部书记陈有德上门了。陈
有德说：“村里正在建造一个农民
休闲公园，让村民早晚有一个走
走、锻炼身体的地方，这棵树就把
它移植到公园里，大家都能看到
它。”

“好主意，就捐给村里吧。不过
有一条，你们得把它看护好。”姚志
成说。于是，这棵朴树就在公园里

安了新家。
姚志成的捐树行动让村民们受

到启发，纷纷效仿，大家都主动要求
把在道路拓宽、公共设施建设中需
要移植的树木和不宜再种养在自家
土地上的树木捐献给村里。面对村
民们的热情，村干部们又高兴又担
心，喜的是村里集体经济比较薄弱，
建设资金捉襟见肘，面积近 4 亩的
休闲公园，单是绿化就得花好多钱，
村民们捐树行动化解了燃眉之急；
担心的是这些捐献的树代表着村民
们一颗颗爱心，出了问题怎么向大
家交待啊。为此，村两委专门研究
制订了相关方案，首先请专业绿化
人员帮助移植，同时聘请两名村民
专门看管养护。

据悉，目前该村农民休闲公园
里名贵树种基本来自于村民捐赠，
品种有黄杨树、银杏树、香樟树、桂
花树、榆树、柏树等。此外，公园里
各种健身器材也已经安装完毕。“后
续还有村民要求捐赠，我们将统一
管理，给树一一挂上牌子，注明捐赠
人姓名、树木名称、村龄等，让这种
爱绿意识、公德意识、环保意识传承
下去。”陈有德说。

南浔：村民捐树建公园

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河畔，迎来今年首批南迁白鹭。随着近年来鹤溪河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经鹤溪河南迁的白鹭连年增加，近一周时间里，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白鹭经
鹤溪河南迁。 李肃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