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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在住院，董少菊为儿子不能住院而难受

在上海曙光医院血透和治疗了两年

之后，陈万中的病情并未明显好转，2011

年，他转到了上海瑞金医院接受治疗。

在他住院期间，母亲依然在医院附近

打零工，父亲陈圣则到一家建筑工地做泥

工赚医疗费用，无情的病魔彻底困住了这

一家人。

由于女儿陈万婷仅靠药物维持，她的

病情开始恶化，2012年底，她也查出了尿

毒症。在将女儿接到上海龙华医院进行

腹透治疗时，陈圣再一次忍痛将儿子送回

了老家。

姐弟俩“轮流”住院，不料双双陷入危

机，他们未来命运将是怎样？本报新闻热

线：0551—62620110，期待您为姐弟俩出

谋划策。

星级记者 张火旺 文/图

拥有七八套房，老人孤独要上吊
请摩的司机帮忙系绳被劝下 儿子开奔驰将其接回家

昨日上午8时许，省城西二环与清溪路交口北侧树林里。一位是家庭殷实的老人，请一位疲于生计的
“摩的”司机帮他轻生。最终，老人从摩的司机身上读到“温暖”，放弃了轻生举动。

当日上午，李师傅驾驶摩托车经过

省城清溪路市苗圃附近时，一名五六十

岁的老人招手拦下了车。

“你就朝前开，往西边走。”李师傅不

知何意，只好前行，在南淝河桥边，老人叫

停了他。

此处人烟稀少，路东是延绵的树林

和灌木丛。“就给5块钱吧。”李师傅说。

但老人掏出10块钱，递给李师傅后，又

看了看树林，“不用找了，你就帮我个忙。”李

师傅想也没想，随着对方走到树林里。

老人在一棵树旁停住脚步。“他从黑

包里掏出一根绳子，递给我，说让我把绳

子那头系在树上。”

李师傅没敢接绳子，试着问原因，

“我得病了，不想活了。”此话既出，李师

傅才恍然大悟，眼前这个打扮穿着非常

讲究的老人，居然想要在此轻生。

“老大哥，我都40多岁了，你也比

我大不了多少，有什么坎过不去啊！”

在劝说中，老人吐露心迹：“儿子搞工

程，我有七八套房子，开的车都价值百

把万……我不缺钱花，就是不开心。”

老人还提及自己跟子女相处不好，向

李师傅不断抱怨诉苦。

“把心态放好，花点钱出去走走，去

旅游景点，放松一下。”李师傅干脆给老

人谋划设想，尝试打消对方轻生念头。

经过30多分钟的劝解，老人有些迟疑，

但还是没有放弃念头，“你帮我把绳子

拴好，我包里的钱全给你。”

“我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给

我再多的钱都没用。”李师傅故意责怪

对方，还让老人说出自家儿子电话，想

跟他聊聊。

老人说出了号码后，李师傅站到

一边，拨通电话简要说明情况，为保险

起见，还悄悄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一番劝说后，老人似乎想通了，

把绳子收进包里。很快，辖区警方火速

赶到现场，接替李师傅继续展开劝说。

“几分钟后，老人的儿子开着一辆奔驰

车也急匆匆赶来。”最终，老人被扶进车

里，在家人的看护下送回家中。

临走前，李师傅将车费分文不少

地还给对方，“人救下来了，这钱就更不

能要了。”李师傅悄悄离去。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他还没从紧张的情绪中缓过

神来，“可能他确实很有钱，但再多的钱

都换不来一条命啊！”星级记者 张敏

现在社会节奏快，许多年轻人忙于创

业、工作，很少与老人谈心、交流，以为给

了老人丰富的物质，他就会幸福。其实，

幸福是一种感觉，与物质没有太大关联。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分析

说，人到老年，自身的生理及心理调节功

能减退，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会“牵

连”到情绪变化。他们容易抑郁、孤独。

所以，作为子女，要懂得去抚慰老人孤独

的心。相关数据显示，当今社会老年人

心理疾病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缺少交流

的时候，一旦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生活小

事，他们的心理疾病便“一触即发”，处理

不好会酿成悲剧。

作为老年人，也要树立“积极的老龄

观”，正确对待生活中的不如意，多与外

界、朋友和子女沟通交流。生命是可贵

的，切不可悲观厌世，一旦悲剧发生，会将

无尽的痛苦与自责留给子女。 周玉冰

贫困父母的心酸决定：生病姐弟轮流住院
弟弟隐瞒病情让姐姐住院，双双患上尿毒症陷入危机

一边是乖巧懂事的女儿，一边是阳
光帅气的儿子，但十多年前竟先后患上
了较严重的肾病综合征，贫寒的父母收
入微薄，同时给他们交纳住院费，又该重
点救治哪个？

六安寿县众兴镇的农民陈圣和董少菊
夫妇，做出了一个让人心酸的决定：轮流医
治，谁的病开始转重了，就“享受”住院；另
一个则吃药维持。没想到，十年后，一对儿
女双双陷入危机，患上了尿毒症……

家住六安寿县众兴镇众兴村的董少菊

带着20岁的儿子陈万中站在记者面前。陈

万中脸色泛黄，是一名尿毒症患者。

“十年前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得

了肾病综合征，如果换成是有钱人家，早就

医治好了，说起来是我们害了他。”董少菊拭

着脸上滚落的泪水。

记者了解到，早在陈万中患肾病的一年

前，比他大六岁的姐姐陈万婷也查出是肾病

综合征。

董少菊和丈夫陈圣都是本分的农民，靠种

田收入微薄，至今一家人居住的还是两间平房。

在一对儿女先后患上肾病之后，心急如

焚的陈圣夫妇因交不上足够的住院费，几夜

未眠，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让人心酸的决

定：谁的病急就住院治疗，稳定了就回家吃

点药维持，轮流住院。

就这样，陈万中和姐姐交替住院，折腾

一年后，都不见好转。陈圣听从亲朋的建

议，东挪西借之后，陈圣夫妇带着患病的儿

女，来到省立医院，一番检查后，专家建议到

上海的医院接受治疗。

2005年，一家人来到了上海。因

姐姐病情较重，住进了上海武警医院，

陈万中就靠吃药维持。

董少菊在医院附近一边打零工，

一边照顾女儿。陈圣在上海青浦七宝

镇租了两亩多菜地，当起了菜农，靠卖

菜的收入勉强续交女儿的住院费，以

及儿子的药费。

陈圣辛苦种菜，还经常去医院看

望女儿，为了省下坐车的钱，他花几十

元买了辆旧自行车，从七宝镇到上海

武警医院往返四个多小时。因劳累过

度陈圣一度患上胸膜炎，多次昏倒在

菜地里。

医护人员知道陈圣一家的遭遇，

纷纷捐献爱心，还让陈圣每次去医院

时，带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医护人员

总是“高价”购买。

姐弟俩因为治病，早就没上学了。

姐弟俩在上海武警医院交替治疗了三

年，后来，回到老家的陈万中每次与父亲联

系时，总是强忍着疼痛：“爸，我没什么大

碍，吃点药就行，把姐姐治愈吧！”

2009年，租来的菜地被政府征收，陈

万圣回了一趟老家，看到儿子有一次突然

昏倒的情景，这才发现了儿子为救姐姐，故

意“隐瞒”了病情。

陈圣赶紧将儿子送到了上海曙光医

院，女儿只能出院回家吃药。经过检查，陈

万中患上了尿毒症！

老人央求“摩的”
帮自己拴绳上吊

开导“百万富翁”，助其打消轻生念头

客串谈判专家，一番道理救下轻生老人

心酸决定

种菜换“医”

“隐瞒”病情

陷入危机

让老人快乐，不仅仅是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