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谭湘桂）2 月 6 日下
午2时，温暖的民房内，烤着火、吃着
热腾腾的食物，驴友谢某等4人逐步
恢复元气。在此之前，他们被困茶
陵县泰和仙 10 多个小时，在多路救
援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平安脱
险。

泰和仙位于茶陵县与攸县交界
处，主峰泰和峰海拔 1405 米。泰和
仙（攸县称太和仙）方圆百里全是山
区，因保存了较好的原始森林地貌，
是近年来在驴友圈兴起的一个打卡
圣地。

2 月 5 日，来自荷塘区的谢某叫
上 3 名驴友，带上登山杖，前往泰和
仙登山探险，结果迷了路，无法走出

大山了。
一看手机信号微弱，且时有时

无，他们顿时慌了神。直至2月6日
凌晨1时许，谢某才拨出一个请求救
援的报警电话。茶陵县公安局接到
报警后，立即组织警力营救，并通报
县乡两级政府、应急管理局、消防救
援大队等部门同步开展搜救工作。

手机无法联系，大家只能开展
拉网式搜山。凌晨2时许，由8名民
警和10名消防救援人员组成的第一
批救援队赶往火田镇卧龙村集结，
敲定救援方案准备登山。

当时，山里气温零摄氏度以下，
树林均被冰雪雾凇覆盖，搜救难度
非常大。摸索、呼喊、搜寻……救援
队员们打着手电筒，冒雨翻过一座

山、两座山。随着搜救形势越来越
严峻，当天上午8时、9时，当地村民
和应急部门组成另外两批救援队先
后上山……至此，参与搜救的人员
总数已有 80 余人，失联的驴友依旧
没有半点消息。

到了中午12时20分左右，队员
们体力严重透支，衣服上的雨水凝
结成一层薄冰，但大家依旧没有放
弃，坚持在刺骨寒风中继续搜寻。
终于，第一批救援人员在山间一小
溪旁发现了被困的 4 名驴友。民警
立即给 4 人补充体能，稍作休整后，
带领他们向山下转移。

当日下午2点，谢某等4人抵达
山脚下的腰潞镇泰和村，历时 12 小
时的救援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茶陵公安提醒市民朋友，徒步
登山时最好结伴而行，并保证通讯
工具使用顺畅。爬山前一定要充分
考虑到各种因素，切勿前往陌生、危
险的区域。

2 月 7 日早晨，听到消息的亲
友们纷纷赶来，送欣怡最后一程。

“我们一家人很不幸，但也很
幸运。每个困难阶段都碰到了很
多好人。”说到这里，黄波的声音
有些哽咽。

记者了解到，曾美娟、黄波来
自农村，多年来得到了社会上很
多爱心团体、爱心人士给予的帮
助。比如，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
会就长期与他们保持联系，志愿

者们每年都会上门慰问。
曾美娟还有一个 2 岁的小儿

子，欣怡在世期间，每逢要去外地
看病，照顾小儿子的事就成了曾
美娟的心事。

令她宽慰的是，友好村的邻
居爷爷奶奶们，接力承担起照料2
岁小宝宝的重担。“这些爷爷奶奶
真好，义务帮忙，给孩子喂饭哄睡
洗澡还买新衣服。”曾美娟说，社
会各界给一家人的爱太多了，他

们才会想着怎样努力工作，用自
己的能力去好好回报社会。

曾美娟手机里留着一张2021
年10月9日的照片，照片中，欣怡
戴着生日帽，穿着红棉袄，面带微
笑。曾美娟说，这张照片是女儿
16岁生日时照的，她会永远留着。

眼下，曾美娟还有一个新年
愿望：希望找个工作。她说，生活
要继续，自己必须振作起来，努力
赚钱把欠债还清。

2月7日下午，芦淞区董家塅街道友好
村的一栋居民楼里，狭小的屋内干净而整
洁。黄波、曾美娟又在看着女儿遗体捐献
的证明，痛却没有眼泪。

2005 年 10 月 9 日，欣怡来到这个世
界。出生不久后，欣怡被医院诊断为重度
脑瘫，治愈希望非常渺茫。

为治病，夫妇俩跑遍了各大权威医院，
经过多次抢救，欣怡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奇迹般活了下来。虽然保住了命，但她完
全没有自理能力，连最简单的吃饭、说话、
走路都无法做到。爸爸妈妈将水一滴一滴
地流到女儿嘴里，将饭捣碎一口一口喂给
女儿吃。

由于女儿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每天帮
助喂饭、上厕所，曾美娟无法外出工作，全
家人的经济来源仅靠黄波在工地上打零工
维持。

欣怡从小在床上长大，体质十分虚弱，
动不动就要住院治疗。为了给孩子看病，
黄波、曾美娟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外
债。

“欣怡宝贝，爸爸妈妈虽没能帮你挺过
难关，但你生病期间，得到了许许多多熟悉
又陌生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帮助。现
在你走了，爸妈决定让你也能帮助更多的
人……”家住芦淞区董家塅街道友好村的
黄波、曾美娟，手捧着女儿黄欣怡的照片，
泣不成声。

2月6日，16岁的脑瘫女孩黄欣怡在家
中离世。随即，她的父母强忍悲痛，将女儿
的眼角膜、遗体无偿捐献。

16岁脑瘫女孩去世
父母忍痛捐出眼角膜和遗体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脑瘫女孩，病弱的生命延续16年

小儿子无人照顾，邻居爱心接力背后

4名驴友徒步登山迷路
茶陵80余名警民紧急搜寻1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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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儿“最美的东西”留在人间大爱

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欣怡
奇迹般地走过了 16 个春夏秋冬。
可噩耗终究还是来了，2月6日（大
年初六），年仅16岁的欣怡还是因
心脏骤停在家中离世。

黄波、曾美娟随即通过株洲
市三三一医院联系上湖南省红十
字角膜捐献爱尔眼科接收站和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决定将女儿

的角膜、遗体无偿捐献。
对于捐赠女儿的角膜和遗

体，曾美娟告诉记者，其实很早就
考虑过这件事。“孩子在长沙做康
复治疗时，医生说过她的眼睛很
水灵，我当时就想，女儿的眼睛长
得这么漂亮，如果能够救别人，能
为攻克医学难题作贡献，也算没
有白来人世一趟。”

2 月 6 日，湖南省红十字会的
工作人员与黄波夫妇做好对接工
作后，2月7日早晨，欣怡的遗体被
运往长沙。

记者获悉，欣怡的眼角膜将
帮助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她的遗
体则将用于科学研究，攻克医学
难题。

▲曾美娟、黄波拿着女儿的眼角膜和遗体无偿捐献证明。记者/杨凌凌 摄

▲冒雨上山，搜救民警衣服上结起薄冰。
通讯员供图

不幸

当过2年背包工的他，1年多拍了200位普通人

用镜头记录平凡人生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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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结束，返工潮即将开
启。面对随时可能扩散的疫情，我们
必须时刻警惕，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返程出行前

明确防控政策。提前了解返程目
的地近期疫情情况及防控政策。

确保身体健康。如果路上需要多
次周转，建议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的休
息增强体质。如果出行前有发热、干
咳等可疑症状，应该取消出行计划井

尽快就医。
准备防护用品。如N95口罩或外

科医用口罩，手消毒剂，
医用酒精棉片，医用橡胶手套，纸

巾等。

返程途中

安检。通过安检时，与前人保持1
米以上的距离。面部识别结束后，立
即戴上口罩，尽快通过安检通道。

乘车。全程戴口罩，尽可能隔位

而坐，或分散而坐。不确定手清洁时，
不要揉眼鼻，不要摸口罩外层。

用餐。乘坐火车时尽量避免进
餐。确实需要时，要在餐前按规范洗
手，不与人面对面进餐，尽量保持一定
距离。

返程后

在能够保证适宜室温的情况下，
建议办公区域每日通风３次，每次不
低于15分钟，保持办公区环境清洁。

保持勤洗手、多饮水。坚持在进
食前、如厕后、打喷嚏咳嗽用手捂后、
手脏时规范洗手。

乘坐电梯务必戴好口罩。不扎堆乘
坐电梯。接触按钮时可用纸巾等隔开。
低楼层建议走楼梯，尽量不触摸扶手。

就餐时尽量单人单桌，不聚众就
餐，可带饭到公司吃。外卖尽量无接
触拿取。

下班后不约饭、不聚会。
（来源：科普湖南）

市科协提醒“上班族”：
节后安全返程，这些要点请记住

2022 年 1 月 24 日 晚 11
时，株洲街头，寒风刺骨。

一位卖甘蔗的大妈在路
边摆摊，嘴里啃着一个馒头。

“天这么冷，为什么出来
摆摊？”

“嗯，肚子饿了，垫一点。
习惯了。”

大妈告诉刘彪，自己家条
件不好，有一个未结婚的儿
子，她想多攒点钱，给儿子说
个媳妇，添个孙子。

见刘彪嘘寒问暖，大妈撑
起了满脸的笑容。

临 走 ，刘 彪 送 她 一 张 照
片，是刚拍的她卖甘蔗的画
面。临走前，刘彪还送大妈一
句话，“即使生活艰苦，也别忘
了 对 自 己 好 一 点 。 大 妈 加
油。”

卖甘蔗的大妈深夜出摊，攒钱给儿子娶媳妇

镜头一

▲卖甘蔗的大妈

2021 年 11 月 12 日，一对
在合泰开包子铺的东北夫妻，
热情迎客。

夫妻俩每天凌晨 2 点起
床，包9种馅的包子，熬6种口
味的稀饭。

妻子说，老公一分钟能包
8 个包子，街坊们很喜欢吃自
家的包子。包子利薄，加上每
月的房租，夫妻俩不敢雇人。

不经意间，刘彪已为夫妻
送上一张二人的工作照：埋头
忙碌的夫妻，正在给客人切馅
饼。

“哇，这么好看（给我拍
的）。好感动……”拿到照片
的一瞬间，夫妻俩非常开心。

随后，直爽的东北夫妻告
诉刘彪，他们准备回东北老家
去了，这张照片就当作在株洲
打拼的纪念。

镜头二

开包子铺的东北夫妻，离开株洲前的留念

▲开包子铺的东北夫妻

芦淞市场群的背包
工 、躺 路 边 睡 着 的 农 民
工、凌晨卖宵夜的白发大
娘……在株洲，一个“00
后 ”小 伙 刘 彪 在 闲 暇 之
余，喜欢用相机记录一些
平凡人的温暖瞬间。他
镜头里的感人小故事，触
动心灵。

刘彪2001年出生，老
家在衡阳，4 年前来到株
洲。第一份工作是芦淞
市场群的“背包工”。

“背包是个赚辛苦钱
的 活 ，货 包 大 的 有 一 人
高，重百斤，每次搬上楼，
一个包才赚10块钱左右。

这样一包一包地扛，
2 年的时间，刘彪看到了
很多底层人们的生活百
态。2 年后，他转行做了
一名卖童装的主播。

接触新媒体后，刘彪
爱上了摄影，开始着手给
平凡人拍照，帮普通人记
录生活。

刘彪说，就像卖红薯
的大姐、公园里写字的老
大爷，他们是生活中再平
凡不过的普通人，但因为
有了他们，这个城市更加
充满了人情味。这是刘
彪选择普通人作为拍摄
对象的初衷。

从 2021 年 1 月起，刘
彪利用闲暇之余，走上株
洲街头，用镜头记录下一
个个温暖瞬间。1年多时
间，他共拍了 200 位普通
老百姓。

拍照结束后，刘彪还
用便捷式打印机将照片
当场打印出来，赠予被拍
者。

“ 当 他 们 收 到 照 片
时，从拒绝到欣然接受，
再到还我一个微笑，那种
心情和表情的变化，挺奇
妙的。”刘彪说。

截至目前，刘彪已陆
续送出100多张照片。

▲卖葫芦的大爷

▲工人们做完事在路边休息

▲拖着行李的游子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