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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做腊味“年味”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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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年味浓， 工地腊
味飘香溢满院……” 1月8日， 中
建二局土木公司路桥唐山湾项目
员工张军将一串串刚制作好的腊
味挂上项目部专门晾晒腊味的房
檐上， 一场温馨别样的工地 “年
味” 悄然飘来。

临近春节， 项目工会为了缓
解大家的思乡之情以及工作压
力，特购买了大量新鲜食材，开展
“把年味带回家 ” 的工地腊味
DIY活动。 在工作之余，组织大家

在项目食堂制作各种腊味食品。
活动中， 项目员工纷纷进行

腊肠、 腊鱼、 腊鸡等腊味的手工
DIY活动 。 待各种腊味成品后 ，
项目工会将精心打包分发给春节
回家的员工， 将这一份精心制作
的 “年味 ” 带给远方的家人 。
“以前都是从项目回家享受家里
的美食 ， 感受家里的年味 。 现
在， 把我们自己精心制作的 ‘年
味’ 带回家， 也能让家人感受到
我们的新年祝福啦！” 张军说。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对于长期照顾有精神障碍的
医护人员来说， 工作的辛苦很难
言说。 1月12日,记者走进了丰台
精神病防治院， 听医护人员讲了
他们和精神病人朝夕相处中那些
难忘的故事。

记者在医护人员带领下走进
了病房， 每个病房大约有十五六
平方米， 里面放了5张病床 ， 病
床与病床之间大约50公分的距
离。 病人们干干净净， 只有神情
看起来是异于正常人。

“我们目前有 160张床位 ，
今年初准备扩到200张床位。 由
于条件有限， 小病房里住了5个
病人， 大病房住了10个病人。 他
们是由癫痫 、 抑郁 、 躁狂等多
种 不 同 因 素 导致的精神障碍 。
经常会狂想、 妄听， 以为别人在
针对他， 就容易打架并产生安全
隐患。” 主治医生袁崇友介绍。

有一次吃早饭时， 一位50多
岁的男病人无意碰到了一个60多
岁男病人的衣衫， 对方立刻发怒
了， 狂躁起来， 医护人员赶紧上
去劝解， 谁曾想， 年长的病人将
一碗热粥浇到了护士身上。

“这种事并不新鲜，有时候给
病人剪指甲时， 病人突然上来打
我们的手，或者给病人抽血、量血
压、打针时，病人会往我们脸上吐
唾沫， 或者直接上来就是一个耳
光 ， 他们发病时的行为难以预
料。 ”护师赵彦文无奈地说。

“但是他们也很可怜， 因为
这些行为完全是不受控制的， 有

时候他们会突然撞墙 ， 突然大
笑， 突然骂人。” 护士长杨连军
感慨地说。 对医护人员来说， 照
顾这些有精神障碍的人， 神经始
终绷得紧紧的， 很辛苦。

脏兮兮的头发披散在高大壮
硕的肩上， 浑身散发着恶臭， 脸
上黑一块紫一块， 眼冒凶光……
当27岁的马丽 （化名） 第十次出
现在丰台精神病防治院的时候，
医护人员都十分惊诧： “她怎么
又成这样了？ 上次回去的时候不
是白白胖胖， 好好的吗？”

诧异归诧异， 杨连军和赵彦
文微笑着走过去， 简单安抚后，
两人到洗澡间给马丽洗澡。

“马丽的头发很长， 脏兮兮
的， 成了一团。 我给她洗着， 赵
彦 文 轻 轻 用 梳 子 给 她 梳 理 ，
几乎用了一瓶洗发液， 才将她的
头发洗干净。” 杨连军说， “当
时我心里很惊恐， 万一马丽突然
光着身子跑出去， 我们总不能也
光着身子追出去吧， 幸好她当时
没有发作。”

丰台精神病防治院的医护人
员介绍， 马丽有家族精神病遗传
史， 她奶奶、 爸爸都有一定程度
的精神障碍。 马丽17岁时就发病
了， 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加上马
丽的父亲坚持认为女儿没有精神
问题， 所以平时不吃药治疗， 身
形壮硕的马丽每次总是在社会上
跟人发生肢体冲突后， 被警察送
到丰台精神病防治院， 住一两个
月等病情控制了再回家。

“虽然我们强烈建议马丽
回去接着药物治疗， 但由于家属
不配合， 不用多久， 马丽的精神
疾病就又发作了。” 赵彦文惋惜
地说。

杨连军在丰台精神病防治院
工作了20多年， 赵彦文工作了16
年。 每次马丽来， 她们都会认真
照顾她 ， 马丽病情没发作的时
候， 她也会不好意思地说： “每
次来都麻烦你们， 你们辛苦了。”

但是， 马丽病情发作起来也
非常可怕。 “有一次我看马丽没
去吃饭， 就跟她打了招呼， 上去
拉她吃饭去， 没想到马丽突然眼
放狠光， 上来就抓破了我的脸，
害 我 回 去 给 媳 妇 解 释 了 好 久
……” 袁崇友无奈地说。

在药物的治疗和护士们的精
心照料下， 几个月后， 马丽重新
变得白白胖胖了。 “我们会给她
洗澡 ， 剪指甲 ， 按时敦促她吃
药、 吃饭， 马丽精神好的时候特
别爱笑， 她那双大眼睛笑起来
的时候特别美。”

因为马丽家里条件不好， 医
护人员就把自己的干净衣服给她
拿过来， 让她挑选。 她特别感谢
医护人员。 “她爸来接她时， 她
还会兴奋地挑来挑去。 一会说 ，
我穿这件漂亮， 一会又说， 爸，
那件适合你。 马丽状态好的时候
还是很孝顺的。” 赵彦文说。

据了解， 丰台精神病防治院
全体医务人员为病人捐衣服已坚
持15年。

———丰台精神病防治院医护人员工作侧记

“奶奶， 快走啊！” 一个七
八岁的孩子在前面跑着， 不时的
催促着身后的长辈 。 1月14日 ，
东城区永外街道举办 “金鸡纳福
福报新年” 首届社区文化庙会。
十大非物质文化遗产齐聚现场，
居民们在家门口零距离感受一场
文化盛宴。

“这个小猴子怎么做的， 太
像活的啦！” 六岁的童童趴在非
遗展示台前， 睁大了眼睛看着眼
前的毛猴儿。 在永外地区文化活
动中心， 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就
是数十个惟妙惟肖的毛猴。 毛猴

艺术将猴子的天然情趣和艺术家
的创作完美结合， 造就了一种绝
妙的艺术境界。 而另外一边， 非
遗风筝传人王廼新先生正在展示
风筝制作技艺。 此外， 泥人、 脸
谱、 剪纸、 花灯等技艺的现场制
作， 也让居民叹为观止。

除了近距离观赏， 居民还可
以亲自跟着非遗老师学习制作这
些非遗项目。 据了解， 为了满足
居民对十大非遗项目的好奇和喜
爱。 当每位参与者参与完成一项
非遗制作后 ， 老师都会为其在
“福卡” 上盖 “福” 字印章确认。

而集齐不同数量的印章后， 即可
凭福卡领取一份小礼物。

7岁的天天是和他的爷爷一
起来参加这次活动的， 他手举着
集满了福字印章的卡片， 兴高采
烈地跑去了兑奖处。他的爷爷说：
“这活动好， 孩子和大人都能参
与，一边玩儿一边学。 ”当被问到
最喜欢的项目时， 天天开心地举
起亲手扎的花灯说道：“做花灯！ ”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庙会还
特意在现场设计悬挂了各式缀着
谜面彩带的灯笼， 引来不少居民
驻足解谜。

社区文化庙会上感受非遗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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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致敬生命， 为爱行
动” 公益快闪活动在北京佑安医
院开展。 活动意在呼吁公益器官
捐献。

活动现场， 首先出场的一位
肝 脏 移 植 患 者 家 属 带 来 了 大
提琴演奏 《让世界充满爱》。 随
后医护人员、 患者及家属从门诊
大厅的各个角落， 伴随歌声走到
舞台， 医患携手演唱 《让世界充
满爱》。

肝移植患者贺大姐在活动现
场激动地说道：“这个活动很有意
义， 作为患者的我们感激捐献器
官的每一位爱心人士。 我们无以
回报社会，只有好好生活，尽自己
的所能来传递爱心。 ”

据了解， 北京佑安医院主办

的这次快闪活动有80余人次参
加， 整个活动持续7分钟。 其中，
33名表演者中既有一线的医护人
员， 也有曾经在佑安医院接受肝
移植的康复患者。 截至目前， 北
京佑安医院作为器官捐献南区工
作站 ， 已经开展器官捐献40余
例， 自2004年至今开展各型肝脏
移植1000余例。

近日， 空港街道中粮祥云社
区举行微型消防站管理人员消防
车使用培训演练。 社区安保和专
职消防员等30余人在演示和实操
中学习微型消防车相关知识。

打开车门锁和警灯、松手刹、
挂前进挡、 轻踩油门……演练活

动中， 物业消防主管现场演示并
讲解消防车的架构流程。随后，队
员们上车进行实操练习。 此外 ，
物 业 消 防 主 管 还 讲 解 了 消 防
水泵的工作原理等知识。据了解，
下一步， 中粮祥云社区还将陆续
开展五批消防警车培训工作。

空港街道培训消防知识

佑安医院公益快闪传递爱心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用倾心关爱温暖特殊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