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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春宝：用真爱延续妻子生命的长度
! 通讯员 曹相标 李文朝 记者 葛维祥

“为了节省时间，卢春宝通常和妻子同吃
一碗饭，放两把勺子，他先喂妻子吃一口，自
己赶紧扒一口，接着再喂妻子一口……一天
三顿都是这样，他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真不
简单，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作
为一个女人，十分敬佩卢春宝的真爱之举”。
近日，三垛镇大卢村妇女主任张国芳向记者
介绍卢春宝的事迹时动情地说道。

妻子患病失去自理能力

今年 63岁的卢春宝是三垛镇大卢村三
组村民，妻子左春兰今年 54岁，夫妻二人育
有一女一子，原本家庭幸福，其乐融融。但是，
天有不测风云。左春兰在其长女四五岁大时，
感觉到浑身关节疼痛难忍，使不上劲，整个人
没精打采。为此，卢春宝多次带着妻子到镇上
医院以及高邮、扬州等地大医院求医问药，都
没能治好。渐渐地，妻子的病情加重，双手十
指弯曲变形，手无缚鸡之力，瘫痪在床，失去
自理能力。

卢春宝告诉记者，大约在 1988年，他带
着妻子，怀揣着家里卖小猪所得的 800元“巨
款”，前往省城原南京军区总医院求治。经医
疗专家诊断，左春兰患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和肌肉萎缩症，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平是无法
根治此病症的。医疗专家建议卢春宝带妻子
回家精心护理缓解病痛，并叮嘱说，护理得
好，可以延长生命；倘若护理不好，可能只能
活个几年。看着当时只有24岁的妻子孱弱的
身躯，卢春宝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妻子服
侍好。

三十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妻子

卢春宝是一个典型的庄稼汉子，重做却
不善言辞。记者从庄上邻居和村妇女主任的口
中了解到了卢春宝精心照顾病妻的日常“轨
迹”。

为了照顾好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
妻子，卢春宝一夜基本上只睡四五个小时，夜
里还要几次帮助妻子翻身、解手；早上四五点
就起床，烧好早饭，帮妻子梳头洗脸，喂妻子
吃早饭，然后或到田里干活，或去家附近的厂
里打零工；中午到点回家做午饭，喂妻子吃午
饭，稍事休息后，再去厂里打零工；晚上下班
赶紧回家做晚饭，喂妻子吃晚饭。“为了解乏，
卢春宝喝点白酒，偶尔用筷子头沾点酒给妻
子嘬一嘬，两个人对视开心地一笑，充满了柔
情蜜意。”这样的镜头，是村妇女主任张国芳
走访时捕捉到的。晚餐后，是卢春宝和妻子最
开心的时刻，他们一起看电视，同时，卢春宝
帮妻子进行按摩，给妻子讲述外面的所见所
闻。多年来，妻子了解外面的世界，全靠卢春
宝的“新闻播报”。周而复始，这样的日程表，
卢春宝已执行了三十余年。

为了给妻子增加营养，调剂口味，卢春宝
隔三差五就去买些肉和妻子喜欢吃的菜，或
炖汤或小炒，让妻子吃得有滋有味。为了照顾
妻子，三十多年来，卢春宝从未离家走远，遇
到必须去的人情事务当天去当天回，从未在
外过宿。即使打零工贴补家用也是选择最近
地。他告诉记者，一是不敢走远，放心不下妻
子；二是他的妻子很固执，从不吃别人送的饭
菜，只认准他烧的饭菜。说这话时，卢春宝笑
眯眯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三十多年来，卢春宝练就一手利索的家
务本领，做饭洗衣，样样精通；家里家外，上班
种田，安排得井井有条；服侍妻子，帮妻子理
发、剪指甲、按摩、翻身、处理大小便，俨然护
理“专家”，左春兰虽然长期卧床，但是没有生
褥疮，皮肤完好。更令人称奇的是，左春兰自

1988年瘫痪失去自理能力以来，突破了医疗
专家判定的生命时限，顽强地活了下来。邻居
和村干部都说，卢春宝不简单，功不可没。

党和政府关爱让夫妇俩沐浴阳光

卢春宝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有一股重
要力量支撑着他，让他能够艰难地走过来，那
就是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

左春兰长期患病，是个“药罐子”，需要不
少费用。然而其家庭只种有四五亩田，仅能保
证口粮，没有多少收入。家庭开销和左春兰吃
药的资金仅靠卢春宝打零工赚取，为了照顾
妻子，卢春宝打零工也不正常，因而整个家庭
经济非常拮据。

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就像“及时雨”润泽

卢春宝夫妇的“心田”。去年，他家被列为全市
411户最贫困家庭之一，三垛镇党委政府为
其落实了最贫困家庭帮扶政策，为其办理了
低保，而且最近又为其落实了护理补贴。左春
兰看病除享受医疗报销政策外，还享有大病
救助。镇上为左春兰配备了家庭医生，定期上
门为其量血压、体检，平时有需要，随叫随到；
如外出就医，还安排免费专车接送。期间，市、
镇主要领导多次上门走访慰问，逢年过节，镇
上都要组织上门慰问，浓浓关爱如阳光温暖
着卢春宝夫妇。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卢春宝夫妇原
来住的房子是危房，遇到刮风下雨就提心吊
胆。现在住的房子是村里帮着申请、镇上安排
新建的。卢春宝说，他对党委政府的关心很感
激，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图为卢春宝准备帮妻子翻身。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 10条
1、公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

插队、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
话。

2、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
逆向行驶、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乱
停乱放、不占用盲道。

3、净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
乱扔烟头、不乱丢垃圾。

4、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

不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
5、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

不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
张贴广告。

6、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
不污损破坏。

7、爱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
不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
通道、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

噪音扰民、不无绳遛狗、不让宠物随地
粪便。

8、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
不践踏花草、不毁坏树木。

9、理性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传谣、
不造谣、不诋毁中伤他人。

10、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
乱刻、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

（上接一版）在此基础上，我市委托环保
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和省生态
环境评估中心等工程技术单位帮助制定工业
酸性废水纳污坑塘综合整治方案。去年 4月
27日和 5月 9日，两家单位分两次组织专家
现场察看，在现场勘察、资料收集、人员访谈
的基础上，编制了《高邮市汤庄镇工业酸性废
水纳污坑塘综合整治工作方案》。5月20日，
邀请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环科院、环保部
南京环科所、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江苏省工
程咨询中心等 6家单位的知名专家对整治工
作方案进行技术咨询和研究。在此基础上，筛
选出 3家废水处理单位制定污水处理的备选
技术方案。

去年 6月 26日，“省‘263’在行动”曝光
了我市“工业酸性废水纳污坑塘”环境问题后，
汤庄镇工业酸性废水塘治理加速推进———

7月 1日，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

理技术中心、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在南京召
开治理方案技术审查会议，邀请环保部环境
规划院、清华大学、天津市环保技术开发中
心、河海大学、东南大学等单位的知名专家，
对 3家备选单位《废水处理技术方案》进行比
选论证，确定了优选废水处理技术方案。

根据专家比选意见，7月 5日，汤庄镇向
市发改委申请项目立项；7月中旬“项目建议
书”获批，根据项目建议书选择初步设计单
位；7月 27日，汤庄镇委托江苏唯诚代理公
司代理招标，编制招标文件。

8月 25日至 9月 25日，完成所有招标
程序并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

9月下旬，中标单位进场，整理池塘、安装
设备。

10月 11日，设备开始对废水进行处理，
治理工作实质性启动。

10月 25日，经过处理的废水送至市环

境监测站、高邮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水样
检测达标。

11月 30日，尾水送至高邮经济开发区
污水处理厂处理。

12月 7日，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暨南京
赛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应邀就
工业酸性废水塘底泥治理工作进行现场查
勘，商谈底泥治理方案。

12月底，汤庄工业酸性废水塘废水全部
彻底治理完成。

从 2017年 10月 11日进入实质性废水
治理阶段，到 2017年 12月 20日治理结束，
历时70天，我市彻底完成废水塘废水治理任
务，累计投入资金 1000多万元，实际处理废
水约5万吨。

对废水塘遗留场地，今年年初，汤庄镇政
府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开展了场地调查，并于 3月 30日召开了

“汤庄镇遗留废水塘区域场地环境调查报告”
技术评审会。根据技术评审会专家意见及调
查报告，汤庄镇政府对区域场地进行了覆土
和风险管控。

如今，三个塘口经过覆土上面已经种植
了经济林进行生态修复，并作为生态环境警
示教育基地；废水塘的 40吨底泥被移送到第
三方机构进行专业化处理。

“振阳化工厂从办厂到被勒令关闭，产
生的税收不到 200万元，但前后治理的费
用近 2000万元，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同时周边环境恢复原状还需很长一段
时间。”赵广华告诉记者，制造污染容易，消
除污染很难。这也告诫我们，绝不能走先污
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既
为当代人带来金山银山，也给子孙后代留
下绿水青山。

但愿这样的案例今后不再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