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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热线

本报讯 正是蜜梨摘果的时节，杭州富阳

杨梅山村的果农陆云兴却病了。蜜梨如果不

能及时采摘，他一年的辛苦就要打水漂了。

没料到，有好心人来帮忙，不仅帮他干完了果

园的农活，还送来 500 元的慰问金。陆云兴

高兴地说：“加入合作社真好，危难时刻有帮

手。”

陆云兴加入的是富阳市顶顶水果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自2004年成立以来，由单家独

户的生产方式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形

成了集桃、梨生产经营、管理咨询、技术服务、

收购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对于困

难、残疾和生病果农，合作社随时组织社员互

相帮扶，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到去年，入社

果农比非入社果农每亩多收入 1500 元左

右。 本报通讯员 熊拓

摘梨时节他病倒了，幸亏有合作社帮忙

昨天早上7点左右，从江西赣州开往江苏

苏州的K470次列车即将到达杭州东站。16

号车厢里，从江西泰和上车的潘阿姨正和边上

的乘客聊天。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忽然弱了下

去，口吐白沫，瞬间失去了意识。

此时列车缓缓进站，潘阿姨一边被工作人

员抬下车，等待救助，另一边，广播开始播报寻

医启事。正在11号车厢准备下车的小潘，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护士。听到

广播后，她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向16号车厢

走去。

在列车站台上，她看见一男一女已经围在

了潘阿姨旁边施救。没多想，她也立刻加入到

了抢救中。

坐了12个小时的火车，阿姨突然晕倒口吐血沫

广播寻医后，3个人第一时间赶过去急救

火车上的“急救三人组”，为你们点赞

本报讯 浙江石材市场

四区正在拆迁，大部分商户

已经搬走，而他们的“宠物”

狗狗却被留下了。

前几个月，狗狗们当了

妈妈。3 位狗妈妈，拉扯着 9

只狗宝宝，其中 3 只刚会睁

眼，还有 6 只还没断奶。最

近，网友吕小姐发现了生活

在墙缝里的它们。她时不时

给它们带点儿吃的。

昨天，钱报记者来到这

里。一大片空地上，只留下

几座还没完全拆除的房屋和

一些零落的石板。小黄、高

个子、矮个子，以及它们的孩

子，生活在两座老房子中间，

墙缝不宽，路人一般很难看

见。

9只狗宝宝挤挤挨挨排

列在里面，时不时艰难地转

个身子。三只狗妈妈无法

进入狭小的墙缝中，它们只

能守在附近，时刻盯着狗宝

宝所在的地方。只有喂食

时，狗宝宝才一个个从夹缝

里 钻 出 来 ，挤 到 狗 妈 妈 身

边。

最先发现墙缝这个“风

水宝地”的是“高个子”，它是

条黄黑色的中华田园犬（俗

称“土狗”），有些瘦，但很精

神。一个曾在石材市场做帮

工的男子说，“高个子”以前

就“住”市场的四区，主人搬

走了，没带走它。

今年 5 月底，“高个子”

生下了 6 只狗宝宝，没地儿

去，到处转悠着找“房子”。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人们看

到狗宝宝也出来溜达了。一

只大狗在前面，6 只毛茸茸

的小家伙跟在后面。

“大概是上周或者稍微

再早一点，他们才到了这个

墙缝。”帮工说，市场的人不

多，狗妈妈必须去更远的地

方找吃的，只有自己吃饱了

才有足够的奶水。

“矮个子”是条和“高个

子”同样毛色的土狗，它也一

样被主人留下，之后就住在

了石板堆下。6 月底，它生

下三个宝宝。为了保护自己

的孩子，这一次它选择和“高

个子”一家住到了一起。

“小黄”和它们都不一

样，它原本就是条流浪狗，在

市场转悠多年，从来没有主

人，据说是随着石材搬运工

来的。和“高个子”、“矮个

子”住到一起后，它也成了 9

只狗宝宝的干妈。

随着浙江石材市场四区

的商户全部撤离，市场马上

就要封闭，它们的食物变得

越来越少。

杭州城管的工作人员

说，如果发现会攻击人的流

浪狗或有人举报流浪狗的聚

集影响了市民正常生活，他

们会对流浪狗进行抓捕。但

关于一般流浪狗的安置，则

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本报记者 鲍亚飞

本报实习生 宋文瑾 文/摄

墙缝里
留下一群萌萌的狗宝宝

本报记者 金洁珺 本报通讯员 王莹 王蕊

“要不是他们
我奶奶可能撑不到去医院”

昨天 9 点，在解放军 117 医院机场路院

区的急诊室门口，一个男孩抱着行李坐在外

面。他姓徐，是潘阿姨的孙子，今年17岁。

小徐说，他们来自江西，这趟出门是要去

上海看望姑姑，顺便在上海玩几天。前天晚上

7 点多，祖孙两人和邻居家三人结伴，上了

K470次列车，“买的是硬座。”

早上7点左右，列车快到杭州东站，奶奶

突然一下病发，口吐白沫，叫她已经得不到回

应。杭州东站站台的工作人员小鲍当时正在

站台上，“我看见潘阿姨时，她神智不清，嘴巴

还流着血水，情况不太好。”

小鲍说当时车厢里播出寻医讯息后，有

三位医生立马从别的车厢赶到了潘阿姨出事

的车厢。在站台上，对潘阿姨进行抢救。“一

男两女，其中一个女的是浙大一院的护士，男

的听说是上浙大一院学习的。不过三人都没

留下名字。”

三位医护工作者相互配合，测了潘阿

姨的脉搏后，赶紧对她实施心脏复苏术，还

进行了人工呼吸。“大概抢救了 15 多分钟，

后来 120 急救车来了，他们才走。”小鲍说。

小徐说，真要感谢这次施救的医生，要不

是他们，奶奶可能都撑不到来医院。

昨天下午 5 点，记者从解放军 117 医院

了解到，潘阿姨送来时的情况并不好，目前已

经转入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而她突发险

情，与长时间坐着有关。“送过来时发现肺部

有栓塞，检查出脑部也有出血情况。”

三位医护人员
临时组建急救团队

昨天下午，记者联络上了参与救援的 3

人。他们分别是浙大一院感染病科负压病房

的护士小潘，诸暨市人民医院麻醉科的严医

生和儿科的寿医生。

当时，他们三人听到寻医广播后立即赶

去。12 车的严医生最早到达，他陪着列车上

的工作人员将潘阿姨送下车。

小潘说，这个阵容像是一个小型急救团

队。这支临时组建的急救团队初次配合，倒

也默契。

“当时阿姨已经没了意识，小便也失禁

了，嘴里还有带血的分泌物。我们发现她的

瞳孔不等大，在测了她的脉搏心跳后发现，她

的脉搏越来越弱，最后没了。”三人立马对潘

阿姨轮流实施心肺复苏术。

三人轮流每五个循环做一次评估，三四

次评估后，潘阿姨的大动脉搏动终于恢复了。

小潘说让她最佩服的是严医生，严医生

主动给潘阿姨进行了人工呼吸。“后来我才

知道，严医生其实有口腔溃疡。”听见小潘

的话，严医生说事后也有点担心，“但是当

时 看 着 病 人 呼 吸 越 来 越 弱 ，命 不 能 不 救

啊！”

巧的是，“急救三人组”都是诸暨人，小潘

是周末回家陪女儿，严医生现在在浙大一院

做规培生，寿医生在浙江省中医院做规培生，

都是为了上班不迟到，才特意赶了早上 6 点

从诸暨开往杭州的K470次列车。

“不过最后我是迟到了。”小潘说，但她管

这次施救叫“职业本能”。至今，她已经做了

14 年的护士，2013 年调入浙大一院感染病

科负压病房。“这次是我第一次在院外对真人

实施心肺复苏术，也希望那位阿姨能早日康

复。” （感谢读者周先生提供线索）

浙 江 大 学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感 染 病 科 的

潘护士。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