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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职工的亲情梦
我这手回去要能抱孙子

记者看到首钢机电公司职工高印
启的时候， 他正在康复人员张玉庭的
指挥下 ， 坐着进行着右手活动的练
习。 高印启边练习边对记者讲述他患
病的经过。 他对记者说： “我以前很
少看病 ， 有个发烧感冒的病吃点药 ，
扛一扛就过去， 体检时也没有发现什
么病， 身体壮壮的。 谁知突然有了脑
淤血。”

3月的一天 ， 高印启到东三省出
差。 在回京的路上， 他感觉右手有些
麻木， 逐渐扩大到右半身。 他坚持着
回到家中后， 来到首钢医院看病。 他
到了医院以后， 便被医生留在了医院
进行治疗。 原来， 他已经患上了脑淤
血 ， 如果不及时治疗 ， 将有生命危
险。 他说： “那时， 我已经右半身不
能行动自如了。 我在首钢医院治疗了
3个月， 病情有所好转后， 来到了北京
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高印启做完右手练习后， 张玉庭
又拿来了一个皮球与高印启进行传递
球的练习。 只见高印启站着用还不自

如的右手接过张玉庭投来的皮球， 双
手再使劲投给张玉庭 。 高印启说 ：
“以前 ， 我没病的时候 ， 像这样的皮
球， 右手就能够抓住， 扔过去， 不费
吹灰之力。 现在， 一只右手再加上左
手再扔过去都费劲。 刚来的时候， 右
手就废了 。” 练完传递球 ， 高印启又
来到一台训练器前进行练习。 这是一
台综合训练器 ， 主要是训练上肢活
动。 高印启右手握着一个训练设备对

记者说： “你看， 我右手有劲吧。”
高印启经过3个月的康复治疗， 他

说： “我从坐轮椅， 由护工推着进来，
到现在已经能够自己走动了， 右手也
比刚来的时候灵活了很多。 我还要继
续进行康复治疗 ， 直到完全恢复 。 ”
“身体完全恢复之后， 您有什么打算？”
记者问他。 他说： “我们响应政府号
召 ， 又要了一个孙子 。 我要看孙女 、
孙子了。”

在手工制作区， 病人温海滨正在
拿自己制作的成品， 和老师给他的样
品进行着认真的比较。 为了能够让自
己制作的样品合格、 让自己的手变得
灵活， 温海滨每天上下午都会来到手
工制作区进行训练。 从三年前入院到
现如今， 一天都没 “旷课”。

用小珠子编成五颜六色的公交卡、
或者各式各样的玩偶， 在手工制作区
的训练尽管有些枯燥， 但对于像温海
滨这样的病人来讲， 是必要的。

在三年前， 温海滨因为工伤造成
了全身90%的皮肤被烧伤 ， 在来到医
院后被认定为一级伤残， 对于这样突
如其来的变故， 温海滨说： “当时烧
伤之后， 就感觉整个人完了， 对生活
没有了期待， 整个人在精神上就等于
死亡了。”

刚入院时， 温海滨没有任何行为
能力， 用他的话说就是生活不能自理，
干什么都需要家人、 医生、 护士的帮
忙。 有些时候， 在遭遇训练痛苦和枯

燥的时候 ， 他甚至有过放弃的念头 。
温海滨说： “看到成品后， 每个人都
会感觉非常自豪和兴奋。 但是当我刚
开始学习制作的时候， 过程相当痛苦，
在练习中我痛苦的叫声， 全楼道都能
听清。”

面对这痛苦的训练过程， 几乎每
个人都会有退缩的心理， 温海滨也不
例外， 害怕去练习， 不愿意去接受治
疗等等情况， 在他身上都出现过， 然
而为了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为了能
够完成自己的梦想， 温海滨最终还是
没有放弃。 经过在康复医院三年的治
疗， 他的动手能力得到恢复， 从之前
拿筷子都费劲， 但现在能够独立完成
公交卡套的制作， 在速度和质量方面
超过了正常人， 完成了很多正常人都
无法快速完成的工作。

在手工区记者就亲自与他进行了
对抗，在10分钟的时间内，记者根本不
是温海滨的对手，完成的数量还不如他
的一半。 对于这些进步，他说道：“希望
我能够早点出院， 在未来的日子里，能
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减少对社会和
家庭的负担，能够自食其力。 ”

化工职工的生活梦
穿珠子穿起养家钱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文/摄
———访首钢机电公司职工高印启

———访北京化工厂职工温海滨
□本报记者 王卓/文 白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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