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份报纸打开一扇新奇的窗户，读者刘振秀———

读报 已成为全家人的生活习惯
□本报记者 曹蕊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不
好意思啊， 你能不能付现金给
我？ ”11 月 5 日，记者在柴庄农
贸市场附近一处菜摊前购买萝
卜， 摊主是一位 70 多岁的老
人，当记者付款时，看到了老人
菜摊前的收款码， 便拿出手机
要付款。 这时， 老人阻止了记
者，他说：“收款码是儿子的，最
好能给现金， 自己出来卖菜也
是想挣点零花钱。 ”记者非常理
解老人的心思， 便想法给老人
换了现金。

记者了解到， 柴庄农贸市
场附近经常会聚集着一些来
自郊区的菜农，这些菜农多数
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虽然
每次来卖菜我们都随身带着
收款码，但是只要有人买菜后
扫码付款，我们会主动询问人
家有没有零钱。 我们辛辛苦苦
卖菜赚点钱，就是图自己花着
方便。 如果这卖菜钱都进了孩
子的手机， 还得管他们要，老
了也不愿向儿女开口要钱。 再
说了，他们不主动给，咱也不
好意思主动要不是吗？ ”一位
老人坦言，老两口没有别的收
入，平时种点蔬菜拿到市场上
来卖，可是现在越来越多来买
菜的市民都是扫码支付，这也

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因
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就只能
绑上孩子的收款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移动
支付已经覆盖到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领域。在农贸市场或走街
串巷销售自产蔬菜瓜果的老人，
总是希望来买菜的顾客尽量使

用现金，事实上，不少卖菜的老
年人对此也充满了苦衷。

采访中， 不少市民也表
示， 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情。 有市民表示，外出购物时
会特意带点零钱，目的就是为
了给一部分做小买卖的老人
提供些方便。 ③2

老人卖菜 收款码多是子女的
温馨提醒：外出购物时，请带上一些现金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11 月 7 日，记者从
市中心医院获悉， 该院医护人员下班时遇到
一老人突发疾病，由于行动快速，配合默契，
仅用 5 分钟就成功完成救治。

11 月 3 日中午，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二
病区护士胡雅菲、胡晓楠下班经过该院一号
楼 1 楼大厅门口时， 发现一名老人止步不
前、浑身发抖。 老人身边没有家属陪同，胡雅
菲迅速跑到老人身边， 眼见老人要向后倾
倒，她一个箭步上前搀扶住老人。 在检查时
发现老人已经呼之不应、全身抽搐、四肢僵
直， 凭借丰富的医护知识和多年的从业经
验，胡雅菲当即识别老人可能正处于癫痫发
作状态。

俩人立即疏散大厅门口的无关人员，确
认老人口腔中不存在异物后， 相互配合一起
让他躺成仰卧位、松解开其衣领，这时刚下班
路过的神经外科二病区护士李小萌也立即加
入抢救。

3 人分工协作， 胡雅菲就地守护老人，第
一时间用随身携带的棉签制作简易牙垫，塞
至其臼齿中间，避免咬舌造成二次伤害；李小
萌启动院内急救，通知科室医生、护士作好准
备，并积极联系患者家属；胡晓楠返回大厅，
开启绿色通道，第一时间送平车至老人身边，
院内保安也抵达现场，在患者身边做好警戒。

神经外科二病区值班护士苏玥、 邱丽爽
也赶到现场，此时老人抽搐已慢慢缓解。 这时
老人的家属也赶了过来， 原来老人为该院肿
瘤内科三病区患者， 在随后赶来的其他医护
人员的帮助下， 大家一起将尚未完全恢复意
识的老人抬上推车， 整个抢救过程仅用时 5
分钟。 苏玥、邱丽爽护送老先生回肿瘤内科三
病区继续治疗， 待他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后才
离开。

看到老人转危为安， 老人的家属连连道
谢：“由于要办理其他事， 便让老人在门口等
着，不想离开几分钟就发生了危险，好在遇上
了专业且热心的医护人员， 老人才得到了及
时的救治并很快恢复意识，没有产生窒息、舌
咬伤等严重后果。 ”

围观的群众也纷纷点赞：“这种情况如果
在外面后果不可想象，这些护士真棒！ ”

黄金急救 5 分钟， 整个抢救过程就是医
护人员在和死神赛跑， 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
反应迅速、有条不紊、抢救及时，院内急救各
部门配合默契， 整个抢救过程充分验证了该
院医护团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③2

下班时遇到一位老人
突发疾病，市中心医院医护
人员跑步上前———

急救 5 分钟
老人转危为安

“我对《南都晨报》一见钟情。 ”老读者刘振秀在回忆初次阅读《南都晨报》的情形时激动地说，当
时翻开报纸，惊讶地发现原来除了自己生活的“一亩三分地”，这个城市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新鲜
事，看了晨报，感觉打开了一扇新奇的窗户。 刘振秀希望晨报越办越活跃，越办越深入民心。

一缕墨香 陪伴退休生活
电子阅读时代，仍有不少

市民喜欢静下心来，闻着墨香
欣赏文字。 今年 67 岁的退休
职工刘振秀就是本报的忠实
读者之一。晨报对于她来说不
仅仅是一份报纸，更是退休生
活的一份精神寄托。“接触晨

报时，我已退休在家，这份报
纸就像一根弦，把退休在家的
我拉起来了。 ” 刘振秀说，几
年来她通过《南都晨报》增长
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广交
了朋友。

从国家大事到老百姓柴米

油盐的小事， 再到南阳的大事
小情《南都晨报》 均有涉及。
“《南都晨报》 不仅内容丰富多
彩，版面直观、清爽，特别是头
版的设计，既有新闻性，又有艺
术性，读来是一种美的享受。 ”
刘振秀说。

全家共阅 给生活增添光彩
“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捧起

《南都晨报》。 ”刘振秀说，早上从
报刊箱里拿到新鲜出炉的晨报
后，她会暂时放下手头的事情去
阅读，从《都市新闻》《今晨播报》
到《民生视点》……一个版一个
版认真翻阅，城市发展、民生热
点、好人好事，从中了解了很多社
会风气、人情世故、生活经验等。

“在我们家，不仅我喜欢看

晨报，我老伴和家里 80 多岁的
老父亲也很喜欢读晨报。 ”刘振
秀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孩子，
都是晨报的忠实读者， 每次报
纸送过来后， 总是要在家里传
阅好几遍， 遇到一些热点的时
政新闻， 家里人还会坐下
来一起讨论， 发表各人的
见解。“每周定期刊发的小
记者报上有不少小学生写

的优秀作文， 我经常会拿来跟
上小学的孙子一起仔细品读，
摘抄优美词句， 培养他的阅读
和写作兴趣。 ”刘振秀说，“读报
已经成了全家人生活里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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