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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粗心的家长因为在
带孩子时候玩手机，导致严
重后果的新闻屡见不鲜，前
几天在宣城火车站的站房
里，一位家长忙着玩手机让
孩子一个人在电梯上玩耍，
险些摔倒，好在值班民警及
时发现，没有导致严重后果
发生。据悉，今年暑运期间，
因粗心家长弄丢孩子的警情
在宣城站已经发生了十余
起，除了孩子调皮乱跑之外，
一半以上是因为家长的粗心
导致。

8月 14日下午，宣城站
派出所民警杨劲松正在宣城
火车站东站房执勤，忽然看
到一名小男孩独自一人晃晃

悠悠地站在一楼至二楼的自
动扶梯上，眼看着就要摔倒
在地。杨劲松见状连忙冲过
去把小男孩抱在怀里，当民
警将小男孩安全地带到二楼
候车室后，才发现孩子的母
亲已经独自一人上了二楼，
还站在电梯的尽头低头玩着
手机，浑然不知自己的儿子
根本不在身边。

民警询问得知这名小男
孩才满两岁，孩子的母亲从
进站开始就一直在玩手机，
一时竟然忘记了儿子还跟在
身旁。随即，民警对孩子的
母亲进行了安全教育，并叮
嘱，“以后出门要看紧孩子，
可不能一直玩手机，下次再
粗心酿出后果，就没有后悔
药吃了！”。见到孩子平安无
事，小男孩的母亲这才醒悟
地向民警连声道谢。

粗心家长玩手机
两岁孩子险摔落
◇王思远 本报记者 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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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情况不要太紧张，平
时多听听胎心，一旦出现了不适，
就要立刻来医院。”在医生办公室
里，戴着口罩的妇产科医生徐磊
正在温言安慰一位准妈妈。听着
徐医生的回答，这位年轻的产妇
慢慢放松了神情，道完谢就转身
离开了。

作为一名90后的年轻医生，
徐磊一直被同事们打趣是科里的

“三高”医生。颜值高、人气高、情
商高。“我们有个孕妈群，徐医生
虽然不在群里，但是他的‘热度’
最高，准妈妈都说徐医生说话温
柔有耐心，长得帅。”妇产科的女
医生笑着告诉记者，还有一位二
胎妈妈曾经指定了一定要让徐医
生帮她接生。“这个高人气，简直
是把我们这些女医生的病人都抢
走了！”

听着虽然都是玩笑话，但是
也从侧面证明了徐磊是妇产科里
的“魅力担当”。但要想赢得病人
的信任，肯定不是光靠颜值就能
成功。尤其是一名妇产科的男医
生，更是得表现出专业的态度、过

硬的技术，才能让准妈妈们放下
心防。“其实能理解，很多准妈妈
们面对男医生，尤其是在生孩子
的尴尬情况下，肯定是会有些不
自在的。”徐磊告诉记者，越是在
这种时候，就越要冷静专业，安抚
好产妇的情绪。已经是两个孩子
爸爸的徐磊，亲眼目睹了妻子分
娩的过程，更是从内心里敬佩女
性的伟大。正是因为这样难得的

“同理心”，让徐磊面对产妇时也
能拥有充分的尊重和耐心。

让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
有天上晚班的时候接诊了一位产
妇。当时，她已经出现了宫缩的
症状，但是从内检开始，她就拒绝
徐磊为她检查。徐磊略有些无奈
地告诉记者，当时虽然他已经下
达了住院要求，但是这位产妇为
了避免由男医生接手，硬是熬到
了他下晚班，有女医生来接班才
住院。“从古至今，女性生孩子都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虽然现在
技术手段进步了，但是我们作为
医生、作为男性更应该体谅她们
的难处。”

78岁的杨桂花是泾县云岭镇汀
潭村的贫困户，和她结对帮扶3年来，
每次相见，她总是乐呵呵的，并反复
念叨：“是脱贫政策让我过上了好日
子，感谢党！感谢政府！”那爽朗的笑
声证明她的感谢发自内心。

杨桂花命运十分坎坷。她自幼
家境贫寒，3岁时，被炭火烧伤失去了
右臂；早年丈夫因病去世，顽强的她
硬是拖着一条手臂，依靠养鸭子、拾
废品把儿子拉扯大。眼看着儿子结

婚成家生活好转，不承想，儿子的身
体又不好，常年需要药物治疗。为了
不拖累儿子一家，儿子成家后，倔强
的杨奶奶就一个人单过。

为解决杨桂花的生活困难，2014
年，政府将她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经过持续帮扶，2016年，杨桂花
成功脱贫，目前仍然享受低保待遇。
每当说到党的脱贫攻坚政策，杨桂花
无不兴奋地说：“每个月的低保金、养
老金、残疾补贴杂七杂八有近千元，

不愁吃，不愁穿，不愁钱花。”
有了政府的脱贫攻坚政策帮扶，

按说杨桂花的生活完全能够“旱涝保
收”，加上年近八旬，照理应当多休
息、享享福，可是她一刻也闲不下来，
春天上山采金银花、掰竹笋，夏天到
处挖金蝉，晒干了卖钱，一有空就去
拾废品，要么就在菜园地里拾掇。她
说：“托党的福，我的日子好过了，总
想帮帮儿孙，让他们日子轻松些。”

村干部段传义说：“以前杨奶奶

坚持跑步锻炼身体，现在杨奶奶年纪
大了，最近年把才停下来。”从杨奶奶
家到云岭街道起码有四、五公里路
程，过去杨奶奶经常跑步往返上街办
事，按她的话说，既锻炼了身体，又节
省了费用，由此不难看出她的坚韧和
顽强。

面对逆境，杨桂花始终以勤劳、
阳光、善良、豁达的心态坦然面对，尤
其是她知恩图报、身残志坚、从不怨
天尤人，深深感染和教育了身边人。

“难怪我昨天坐出租车
的时候发现出租车内的环境
很干净，特别是车套感觉就
像新的一样。”8 月 12 日下
午，市民李女士路过市区梅
园路时，看到出租车师傅正
在给出租车张贴车身公益
广告，更换车坐垫套，才明
白为什么昨天自己坐上出
租车时有“焕然一新”的感
觉。李女士告诉记者，自文
明创建以来，我市出租车师
傅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服务态度也越来越好，
特别是下车后，还不忘叮嘱
顾客要带好自己的随身物
品，很有礼貌。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出
租车整个车身需要张贴公益
广告的地方有车顶灯“宣城
欢迎您”标贴、车后窗三角形
起步价、车侧后尾投诉电话、
车身公益广告等。“我们是自
联出租车公司，公司一共有
出租车230台，目前张贴了公
益广告的车辆有210台。”自
联出租车公司胡美义告诉记
者，公司是从8月10日开始
为出租车辆张贴公益广告，
几天时间内会完成所有车辆
的公益广告张贴，更换出租
车坐垫套将由出租车师傅自

己完成。
“除了自联出租车公司，

在这之前已经有鳄湖、飞
雁、亚夏这三家出租车公司
已经全部张贴好了出租车
公益广告。”市出租车管理
所所长杨学成告诉记者，市
区一共有出租车辆 999台，
截至目前，已经 562台出租
车张贴了公益广告，并且为
出租车司机分发了新的出
租车坐垫套，预计在20日之
前完成所有车辆的公益广
告张贴以及出租车坐垫套
发放。

不少市民看到这一场
景，都表示很高兴，他们都认
为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窗
口，彰显着城市的文明程
度。另外，她们还告诉记者，
出租车斑马线礼让行人的文
明行为也做得比较好，在马
路上乱调头的情况也明显少
了许多，这些都值得为出租
车师傅点赞。“把出租车打扮
得漂漂亮亮的，我们看着坐
着也开心啊。”市民刘女士笑
着说道。

据悉，出租车的公益广
告每三年更新一次，出租车
坐垫套是每年更换一次，所
有费用由政府出资。

那些妇产科里的男医生

出租车展新貌。

市区出租车
全部“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陈华易 文/图

“脱贫政策让我过上了好日子”
◇特约记者 王响宁

有这样一群男性，他们是孩子的爸爸，他们是妻子的丈夫，他们还有个神圣的职业——妇产科医生。
在女性医生包围中的妇产科，男医生们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在“8·19”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认
识一下这些爸爸们，听听他们这个有些特殊岗位上的酸甜苦辣。

◇施琴 本报记者 余健 文/图

与产科的吴翀、徐磊相比，来自妇
科的朱阿强则内敛许多。吴翀、徐磊
都是本科学习的临床，等到正式工作，
才知道自己是要定岗在妇产科。而朱
阿强在读研的时候，就选择了妇产科
作为学习方向。“虽然内心是明白自己
以后要经历什么，但是等到实习的时
候，才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职业带来的
歧视色彩。”朱阿强告诉记者，读研大
实习的时候，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接诊，
病人一看到来了个男医生，就开始窃
窃私语，不少病人甚至直接表示不愿
意他来看诊。“一天下来，女同学那儿
病人全满了，我这都没几个病人。”朱
阿强苦笑着说，在那个时候，对自己选
择妇产科内心有一丝后悔。

不过，有前期的“打击”，反而让朱
阿强有更多的时间去调节心态。等到
他真正来到市人民医院产科时，已经

能看开很多事情。“医生这个职业是要
靠经验‘吸粉’的，干的时间越长越有
好处。尤其是妇产科，经验积累到一
定阶段，医生的性别就没有那么明显
的区分了。”朱阿强告诉记者，刚开始
他坐门诊的时候，接诊量比女医生要
少一半左右，但现在他已经有不少“铁
粉”。他笑着表示，因为给一些病人做
得手术成功，她们也会经常介绍亲戚
朋友来专门挂他的号，甚至点名要他
做手术。而每当这个时候，朱阿强都
会觉得内心有些安慰，“这种来自病人
的认可很珍贵。”在记者采访的时候，
一直有护士来找朱阿强，提醒他又有
病人来复查或者检查。朱阿强听到
后，一直耐心地表示，自己马上就来。
他告诉记者，也许是因为性别的不同，
在对待病人上，自己总会不自觉地更
耐心一点。

与徐医生的幽默风趣相比，
“大师兄”吴翀则显得稳重、沉稳一
些。与徐磊一同毕业于安徽医科
大学的吴翀，比徐磊高一届，但他
真正入职于妇产科，却比徐磊晚一
年。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内心有点
纠结。“我想干的是外科，但是定科
的时候只有妇产科了。”“阴差阳
错”下做起了妇产科医生，吴翀还
是以百分百的用心，对待这项神圣
的事业。

他告诉记者，每位刚入职妇
产科的医生，都得在科里由老医
生带上一到两年，才能真正让自
己独立上岗。2015年 8月份，吴
翀亲手独立接生了一个小生命来
到这个世界。回想起当时的场
景，吴翀依然笑得开心。他有些

“心虚”地告诉记者，其实当时进
产房之前，心里也是有点慌，“不
停地回忆着老师之前教的技巧，
就怕出现任何突发的情况。”吴翀
笑着说道，虽然当时有点“手忙脚
乱”，但是面上却不能表现出来，

“一定要给病人绝对的信心。”

吴翀庆幸地表示，自己接生的
第一个宝宝很给“面子”。大概只
用一个多小时，产妇就分娩成功。

“我记得那是个6.4斤的男宝宝，很
健康。母子平安。”吴翀说，也可能
就是那次的接生经历，让他就像打
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工作的心态
也越来越平和，越干也越顺手。最
忙的时候，一个12小时的夜班，吴
翀要应对10个产妇，辛苦程度可想
而知。“下夜班的时候，整个人都是
飘的。”虽然专业技术越来越过硬，
但是吴翀却有一个软肋。

下个月即将迎来二宝的他，直
接向记者表示，自己不会给爱人接
生。“虽然专业上我们都懂都熟练，
但是躺在产房上的是自己的伴侣，
我不忍心看。”吴翀说，可能就是

“近乡情怯”，越是亲爱的人，越没
办法用冷静的态度，看到她经历的
一切。“等到孩子出生，我用专业知
识多照顾她，让她早日恢复身体。”
吴翀的脸上挂着对新生命的向往，
也带着对爱人的不舍。直男的柔
情，既质朴也动人。

““直男直男””医生的纠结转变医生的纠结转变B

靠技术靠技术““吸粉吸粉””的妇科男医生的妇科男医生C

徐磊为产妇做检查徐磊为产妇做检查。。

吴翀吴翀（（右右））查看产妇资料查看产妇资料。。

朱阿强在妇产科接诊朱阿强在妇产科接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