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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病房的王虎城回
想起此事，非常感动。

“疫情期间，急诊室的
风险很大。没想到，院长、
办公室主任都来帮忙。我
一开始不想麻烦别人，但他
们执意要来。现在想想，还
真是多亏了展主任。他楼
上楼下地陪着我做检查，让
我坐着休息，他替我排队，
轮到我检查了，我才站起来
走过去。这份情义是弥足
珍贵的。特别是我已经退
休很多年了，领导班子也换
了好几届，还有这种情谊，
确实让我非常感动。”

与此同时，王虎城也对
自己当时的处置做了反思：

“当时吃不下饭，浑身乏力的
时候，我心里想‘挺一挺可能
就过来了’，还幻想奇迹能出
现。现在看来，多亏好友‘带
有强制性地’要求我去就
医。老年人在身体上千万
不能大意。”

1 月 5 日一早，记者再
次询问王虎城的病情，获悉
他的严重症状已基本消失，
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恢
复。“我做了CT复查，过一
会儿等大夫看看结果，再听
听他们的意见看何时出
院。”电话里，王虎城表示，
等他身体彻底康复出院后，
要向所有帮助过他的人表
达感谢。记者 王丽洁

心存感激

家住青岛黄岛区、50 岁的
华女士已经阳康一周了。她对
自己感染并没有太多担心，“我
8天就转阴了。虽然现在还有
些咳嗽，但精神还不错。”她最
担心的是 90 岁的父亲。“我爸
虽然年龄大，但身体一直还不
错，平时有哥哥嫂子照顾，我和
其他几个姐妹每周都去看望。
这一次大家小心翼翼，希望父
亲能躲开疫情不被感染，但他
还是中招了。”

说起父亲阳的过程，华女
士深感无奈。“先是孙子在学校
被传染了，孙子回了家，又把儿

子媳妇传染了，然后爷爷就阳
了。93岁的人，平日里虽然吃
饭、上洗手间都可以自理，但当
我哥嫂阳了的时候，我爸就绕
不过去了，毕竟老爷子身边是
需要人的。唉，想来想去这事
是怎么都避免不了。”

最开始，老爷子只是发烧
到38.5℃，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但第二天就有点神志不清了，
原本能自己上洗手间，现在却
站不住了。一看情况不好，家
人马上打了 120。“急救车来得
还算及时。但就是人太多了，
病房里人满为患，抢床的抢床，

抢椅子的抢椅子……我是第一
次经历这样的境况。老爷子住
院那天，我们兄妹四人都去了，
就这样我都觉得人手不够。有
去排队交费的，有陪床的，还
得随时叫医生过来……”

作为兄妹中的老幺，华女
士自己却只有一个独生子，且
定居美国。这次经历，让她对
自己的晚年，多了几分忧愁。

“今天是我爸遇到这种事，还有
我们几个兄妹照应。要是哪天
我遇到了这样的事，谁来照应
我呢？谁来给我养老呢？”华女
士越想越焦虑。末了，她带着

几分自嘲的口气对记者说：“我
离退休还有几年，其他都不想
了，就是希望和孩子她爸好好
保重身体。至于以后只能听天
由命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
远虑也只能是想想，还是近忧
更让华女士牵挂。截至记者
发稿时，华女士的父亲还未完
全脱离危险，“我爸的胃口还
是不好，吃不下多少饭。我们
也很焦急，唯有默默祈祷，希
望爸爸能挺过这一关。”华女
士的语气有些沉重。

记者 王丽洁

80岁独居老人“跨年就医”记
80岁的王虎城是我国著名表

演艺术家，退休前是青岛话剧院
的国家一级演员。熟悉的人都知
道，他是扮演周恩来总理的特型
演员之一，也曾在多部影视剧中
担纲重要角色。然而，新冠病毒
面前人人平等，对高龄长者更是
一场“生死劫”。孩子不在身边，
独居的王虎城就刚刚遭遇了一
次。幸运的是，他得到了朋友、领
导、同事、医生、病友等多人的“接
力帮助”，终于转危为安。

独居在家的王虎
城本以为少出门就能
不被病毒感染，可不知
什么时候莫名其妙就

“阳了”。起初他注意
多休息、多喝水、补充
营养。可“阳了”之后
的他照顾自己便成了
问题。高烧、身体乏
力，只能凑合着随便吃
点。就这样“挨”了 13
天，仍不见转“阴”。尤
其是从上个月 27 日开
始，王虎城感觉越来越
不好：强烈的恶心、吃
不下饭、喝不下水，三
天滴水未进，浑身虚弱
无力，咳嗽加重，晕晕
沉沉，整天昏睡，体力
已严重不支……29 日
上午，他勉强拿起手
机，向一位询问他病
情的老友发出微信语
音，坦诚地说了自己
的 感 觉 …… 老 友 一
听，意识到情况不妙，
让他必须立即去医院
就医。

可 问 题 来 了 ：老
友 无 法 赶 来 陪 他 就
医，高龄又患病的他
一 个 人 怎 么 去 医 院

呢？多亏他家离医院
不远，他以顽强的毅
力，自己一人步行到了
青岛市立医院急诊室
门外。不料，里面患者
和家属太多了，根本挤
不进去，他无力排队，
只得坐在大厅等。

可等了好一会儿
也看不到希望，王虎城
心慌目眩，坐着都累
得直不起腰来，就医
的希望动摇了，他想
返回家。

老友一直用电话
与王虎城保持联系，一
面鼓励他一定要坚持
住；一面想办法找人去
陪他。“现在谁敢去急
诊室？那儿可都是病
毒啊，最好能找到‘阳
康’的人”，老友给能够
帮忙的朋友打 电 话 。
青岛作家协会主席、

《青岛文学》主编高建
刚得知这一消息后十
分焦急，立即想法寻
找适合陪诊的人。

真 是 天 助 自 助
者。终于，高建刚联
系上了青岛话剧院院
长傅维。

多友帮忙

“当我接到电话了解到这一
情况时，说实话，我是又急又
难。急是因为事情的确很紧急，
如果没人帮，王老挂不上急诊，
病情会恶化。难的是我能派谁
去？不是十万火急，谁都不愿去
医院。我只能试着从‘阳康’的
人里面找一个。但即便是‘阳
康’了的，人家真愿意去吗？我
拿不准。”傅维实话实说。

青岛话剧院办公室主任展
世宝临危受命。“当时我已经‘阳
康’了，不怕了。”展世宝回顾12
月29日中午陪王虎城看急诊的
事，大方地笑道，“于公于私我都
应该去。于公，领导交办的事，
义不容辞；于私，王老是我尊敬

的老同事、老前辈，关键时刻理
应搭把手。”就这样，展世宝在接
到傅维的电话后，20 分钟内就
赶到了市立医院东院急诊科。

“我从未见过急诊大厅有那
么多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我
赶到时，王老让我回去，不愿意
麻烦人。我说我都来了，您这么
大岁数，光是排队站这么长时间
也受不了啊。”在展世宝的坚持
下，王虎城接受了帮助。虽然人
多，但也不时上演感人的故事。

“很多人会给年纪大的、坐轮椅
的、在担架上的病人让出位置。

我们排了1个多小时后，终于看
上了医生，也有赖于周围人提供
的方便。”展世宝告诉记者。

在医生的要求下，展世宝搀
扶着王虎城楼上楼下、一趟接一
趟地去做相关检查，当所有检测
结果出来后，医生认为必须住
院。住院时间安排在次日上午
八点。此时，展世宝和王虎城的
心才踏实下来。医生就当晚的
家庭医疗措施，给出了医嘱。

做完这一切，已是傍晚 6
点。展世宝开车把王虎城送回
了家中。

同事出手

住院之后的王虎城再次面
临新的困难——谁来陪护？

由于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
除了亲友很难找到陪护。王虎
城原计划就在医院里雇一名男
护工。然而，每到年关岁尾，护
工都是最紧缺的，男护工更是缺
上加缺。但天无绝人之路。在
王老的病房里，还有两位病友。
这些病友或是有老伴，或是有子
女陪护。王虎城刚住院时，病友
的家属就一并也帮着陪护他。

经 过 医 护 人 员 的 精 心 治
疗，王虎城的病情有了改善。
他逐渐能吃进去食物了，也可
以自己照顾自己了。即使遇到
紧急状况，病友们也会及时送
来温暖。

病友送暖

90岁父亲住院，兄妹多也人手不够

一位中年人的近忧和远虑：未来谁给我养老？

相信王虎城老先生的
遭遇不是个例。老年人，尤
其是独居的高龄老年人，成
为了疫情防控中最弱势的
群体之一。对于独居老人
来说，汹涌的感染浪潮，是对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一旦真的感染新冠病毒，独
居老人上哪儿买药？要不
要去医院？……远方的子
女亲人想帮忙也鞭长莫及，
往往只能干着急。

老年人该如何度过这
段感染高峰期？

我们在为广大独居老
人担忧的同时，全国多地
多措并举关爱独居老人的
做法让我们在焦急中感到
暖心。

今年10月，民政部等
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
爱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
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
关爱服务机制。这对于独
居老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
消息。疫情汹涌之下，应尽
快建立起包括独居老人在
内的老年人探访机制，第一
时间了解老人健康情况和
实际需求，为他们兜牢安全
底线。

要充分发挥村委、居
委等基层组织的作用，调
动各种志愿组织的积极
性，鼓励基层工作人员及志
愿者与独居老人结对互
助。在山西吉县桑峨村，第
一书记开车到县城里的药
店购买退烧药。村干部们
挨家挨户查看村民的情况，
并送去了准备好的药品。
在杭州太阳镇，志愿者们将
采摘好蔬菜打包成了一份
份“爱心蔬菜包”，送往村里
80岁以上老人家中。

此外，邻里之间的爱
心互助也不可或缺。北京
67岁的邹女士常年独居，
上个月 17 日开始出现低
烧、乏力症状。邻居们得
知情况后，每天变着花样
送饭。俗话说，“远亲不如
近邻”，这个时候，尽在咫
尺的邻居成为了最强大的
援助者。

疫情之下，独居老人
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成为
社会健康最薄弱的环节，
尤其需要来自社会的关爱
和帮助，让我们举全社会
之力，织就一张“安全网”，
帮助空巢老人们一起渡过
疫情这道难关。

为疫情下的独居老人织一张“安全网”
突发高烧，体力不支。求助后，一场爱心接力悄然开始……

王虎城王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