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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赵兴国）日前，一名男子到临
桂区西城大道旁一座无名山的山顶维修通信基站，在上山途中
不慎踩空跌落，肩膀受伤被困半山腰。报警后，临桂消防立即
赶往救援，将受伤男子送下山转运至医院。

当天上午 10 时 33 分，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称，临桂区西城大道万达广场(在建)对面一座无名山上有人
受伤被困，临桂区三元消防救援站立即出警。

据救援人员介绍，这座无名山有 100 多米高，十分陡
峭，没有上山的专用道路，伤者被困在半山腰位置，因为左肩
膀受伤严重，无法行走。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消防人员带好
担架及救援绳索，从村民那借来镰刀披荆斩棘开辟救援通道。
30 多分钟后，消防人员找到了被困男子，他姓曹，还有一名
男子在一旁陪着，两人是工友关系。消防人员小心翼翼将曹某
转移到担架上固定好，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将其安全转移到山脚
下。随后，曹某被 120 救护车接走。

据曹某的工友介绍，他和曹某受聘于一家通信公司，属临
时工。当天上午，他们爬上这座无名山欲维修山顶通信基站的
电缆。上山途中，曹某不慎踩空跌落，左肩膀受伤严重，于是
报警求助。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阳奇成 汤林）6 月 16 日下午
2 时许，在解放桥桥面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事故，一女子因车祸
倒地。七星城管队员恰好巡查路过，立即对倒地女子施以援手。

当时，七星城管特勤中队队员巡查路过解放桥桥面，天空
下着雨，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一辆电动车与面包车相撞，骑电
动车女子被撞飞，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发现此情况后，特勤中
队分队长全鹏辉立即组织队员和面包车司机一同展开救援，城
管队员将执法车当作警示标志，横停在伤者前后方，提醒途经
车辆绕道而行，并立即拨打 120 和 110 求援。这时雨越下越
大，城管队员围成一圈，为受伤女子遮风挡雨，路人见状递过
来一把伞，大家一起守护受伤女子。

120 急救车及时赶到现场后，城管队员又协助医护人员把
伤者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待交警到场处理事故后，城管
队员们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开展市容巡查工作。路过的
市民对城管队员果断处置、救助倒地女子的举动纷纷称赞。

上山施工跌落

消防紧急救援

女子因车祸倒地

七星城管冒雨施救

▲为打击非法集资经济犯罪，提高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的
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6 月 12 日，资源农商行在资源县中心
花园广场举行了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活动，教育群众自觉远离涉非风险，劝导身边人
不要参与非法集资，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办事指南等材料 3000 多份，展
出展板 2 块，悬挂条幅 20 余条，接待咨询群众 1000 多人
次。通过此次宣传，提高了市民对如何防范非法集资等知识的
了解，加强了市民自觉抵制非法集资诱惑的意识，取得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下一步，资源农商行将继续加大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力度，强化融媒体宣传，全力构筑良好、有效的舆论氛围，
增强全社会的防范意识。 （谌永成 摄）

资源农商行开展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月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陈静 文/摄

超市各种日用品琳琅满目，却没有人收
银，学生和老师自助挑选商品并扫码支
付……这是在桂林医学院临桂校区的诚信超
市每天都发生的场景，这个 2018 年开业的
超市已经运营了快 2 年。

记者了解到，这家超市占地约 50 平方
米，由桂林医学院出资建造，提供 200 多
种日常用品，包括文具、食品、洗衣洗发用
品等等。超市的商品价格，与校外大超市基
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于市面价。该校师生
通过学校办理的“一卡通”，可实现 24 小
时自由进出超市。自主选好商品后，在两台
自动收银机上，先扫描商品条码，再通过微
信或支付宝扫码付费。

“就在学校里，而且可以用‘一卡通’
挺方便的。”记者在现场看到，大一学生小

敏选购了洗发水和几支笔，并通过手机支
付成功。她告诉记者，超市中的免费书吧
也很受欢迎。学生们可以自由在此免费看
书和借书，也可把自己喜欢的书拿来，传
递给更多的人看。

超市负责人介绍，当超市的某种货品
接近售空时，电脑会“报警”。这时，收
到信息的大学生志愿者，就会从仓库运货
来对应补齐。当师生忘记带手机，无法付
款时，诚信超市还可赊账。也就是说，当
事人可以直接先把商品带走，事后补交货
款。“从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赊账基本
都能及时还上。”该负责人说，因为无人
值守一开始他们也有担心商品的赊账问
题，但发现到盘点的时候账目基本能对
上。目前该超市所赚的钱，全部用于资助
该校贫困生，这间无人超市也检验了大学
生的诚信品质。

学生正在超市里选购商品。

大学校园里的“无人超市”

让学生学会诚实守信

□本报记者刘健 文/摄

24 年前， 1977 年出生的全州女孩李海
妹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同在福建打工的老
乡、 1972 年出生的唐广维。因为年纪相
当，又都在异乡打拼，两人很快相恋。然
而，还没来得及对未来有过多憧憬，唐广维
就出现了腿疾，而且越发严重。当年 20 岁
出头的李海妹，面对家人的劝阻和生活的压
力，依然选择和唐广维在一起。婚后 20 多
年来，唐广维腿疾严重到生活无法自理，李
海妹一边照顾丈夫，一边扛起了养家糊口的
重任，在当地传为一段佳话。

恋人患上腿疾，她选择不离不弃

“1996 年，我当时才 19 岁，跟村里人一
起在福建打工，因为大多数老乡都保持着联
系，后来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他。当时我们两个
人都身处异乡，互相也经常照应，而且我跟他
还有不少共同语言。”家在全州县全州镇的李
海妹说，当时见唐广维为人老实，而且很体贴
人，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那个时候在一家塑料厂开注塑机，
因为机器必须站着操作，而且塑料融化的温
度很高，味道也重，所以我一直觉得身体有
点吃不消。”家住全州县才湾镇的唐广维
说，但是那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苦，心里想
着只要能和李海妹在一起，日子就有奔头。

就在两人沉浸在恋爱的甜美中时，不幸
却悄悄降临。

1998 年正月，唐广维发现右脚的踝关
节处出现肿痛。李海妹陪着唐广维四处看病
求医，但都没有确诊。

“当时查不出什么问题，我们也没觉得
会很严重。所以春节休完假以后，我们还继
续去外地打了近一年的工。”李海妹说，后
来唐广维右腿的肿痛加重，而且行动变得困
难。商量之后，两人回到桂林到医院检查，
唐广维被诊断患上了髋关节股骨头坏死。

“那个时候已经很严重了，他从医院出
来都要人抬。我看着他痛苦也很心痛，但也不
知道怎么办才好。”李海妹说。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父母和亲友都力劝她放弃这段感情。

“他们都说男方患了这个病，万一好不
了，一辈子都是个拖累，还不如趁早分
手。”李海妹说，母亲甚至为此数次落泪，

但是她还是选择留在唐广维身边，不仅陪着
他看病，还帮助唐广维赡养老人。

“那时候她过得很苦，我们两人本就没有
积蓄，后来我又失去劳动能力，她一个人打工
的收入不仅要维持我们的生活，还要给我看
病。我当时都有些不忍，觉得会拖累她，但她
却异常坚强，让我十分感动。”唐广维说。

她用坚强努力赢得大家尊重

“ 1999 年，我们领取了结婚证。当时
我是下了决心的，我想我们是真心相爱，就
算他得了重病，我也不能离开他。”李海妹
说，她心里总想着，生了病可以治，不能放
弃任何希望。

李海妹和唐广维组建小家庭不久后，儿
子出生了。最初，唐广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
疗，还能勉强自理，甚至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家务活。但是慢慢地，随着病情加重，他行动
变得越发困难。李海妹不仅要承担起养家糊
口的重任，还要照顾丈夫的一切生活起居。

“我每天早上要先给他洗完脸，然后再
做早饭。我吃完早饭以后，再喂他吃饭，然
后我才能去上班。中午，我要赶回家给他做
饭、喂饭，而且他在家里发生任何事情，一
个电话，我就要马上赶回家。”李海妹说，
因为这样，她只能选择在附近找活儿干。

2000 年，李海妹到绍水镇的一家爆竹
厂做装配工作。为了方便照顾丈夫，在亲友

的帮助下，一家三口免费住在距离厂房不
远的一间特别破旧的石棉瓦盖的小房子
里。最开始，李海妹每天的工资只有 15
元，需要工作 10 个小时左右，一个月最
少的时候，仅有 200 多元收入。

“当时儿子要上学，他要吃药，我这
点工资可以说跟‘没有’一样，所以我趁
休息时间还要回到才湾镇种田，以解决一
家人一年的口粮。”李海妹说，有时候她
都不敢回想，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她
说，有一次儿子发烧，她身上连几块钱都
没有，愁得真想大哭一场。还有很长一段
时间，家里连猪油都买不起，炒菜甚至都
不放油。“你能想象一家人住在石棉瓦房
子里，一场大雨过后，几百斤重的树干被
风吹倒，直接砸穿我的房子，会让人有多
脆弱的感觉吗？”

李海妹说，亲戚朋友看到他们一家人
的坚强努力，也会尽力帮助他们。李海妹
感到自己的选择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日子
虽苦心里却轻松多了。

2014 年，李海妹一家被精准识别为
贫困户，政府帮助他们申请了易地搬迁指
标，住进了全州县扶贫易地搬迁工业园区
集中安置点。从 2017 年开始，李海妹到
距家门口仅几分钟路程的工业园区内上
班。如今，她每个月工资有 1500 元左
右，缓解了家庭经济困难的状况。

“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用工企业

也很体贴，允许我在丈夫需要照顾的时候
回家照顾他。所以同事们经常开玩笑说我
是唯一一个被允许迟到早退的人。而且在
工厂饭堂里，也只有我被允许带饭回
家。”李海妹说，每当想到这些，她的内
心就十分感动。

相亲相爱互相支持，成为“幸

福一家人”

采访中，记者来到李海妹家里，看到
一家人居住在一套 70 多平方米的房子，
虽然不是很宽敞，但是干净整洁，看起来
也很温馨。交流中，唐广维一直撑着拐杖
站着。他告诉记者，自己腿部病情严重，
导致骨头变形，无法做弯腰的动作。所以
即使是走动、上厕所，乃至上下床铺这样
的动作，都需要妻子帮忙。

“这些年来，我虽然偶尔也会觉得辛
苦得难受，但也并没有后悔过。我老公虽
然没法出门去接触更多的事，但是他通过
阅读和看电视等方式，很多事情还是比我
懂得多，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及时给
我安慰。”李海妹说。最让她感动的是，
以前她做工经常要天黑才能回家，丈夫就
站在门口，晃动着手电筒为她照明。儿子
上学以后，陪孩子写作业、教育儿子等事
情，也都是丈夫在做。

在唐广维的精心教育下，他们的儿子
很懂事，如今在桂林本地一所高校读大
三，一家人的生活虽然稍显清苦，但也其
乐融融。

“那些艰难的日子让我和我的家人都
格外珍惜现在的生活，我的儿子也非常懂
得节省，在学校他自己从网上买 7 块钱
一件的衣服穿，我一边想笑，一边也很感
动。”李海妹说。

“是她给了我一个家，一个幸福的
家。这辈子我无法回报他了，如果有来
生，我一定回报我的妻子。”采访中，唐
广维对记者说，这 20 多年来，如果没有
妻子的乐观和坚强，他真的不敢想象，自
己会变成什么模样。

“李海妹一家人凭借不离不弃的精
神，不仅收获了满满的温情，而且还渡过
了难关，2019 年，李海妹还被评选为脱贫
摘帽先进个人，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
才湾镇金堂村委驻村第一书记胡涛说。

丈夫患腿疾 20 年无法自理，妻子始终不离不弃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秦文琴)针对北京市新发地市场
从切割进口的三文鱼案板中检测到新冠病毒事件及疫情防控新
形势新要求，从 6 月 16 日开始，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
组织开展对辖区市场销售的三文鱼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严防食
源性疾病发生。

6 月 16 日，执法人员兵分多路深入辖区内多家集贸市
场、商场超市、餐饮店等，以三文鱼、冷冻肉类及生鲜食材经
营户为重点摸排对象，着重检查经营户证照是否齐全、进货渠
道是否合法、是否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制度，严查进货来源及相
关票证。执法人员重点询问销售单位的三文鱼货源是否来自北
京，是否从国外进口。针对进口食品，执法人员要求其出示出
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证明文件，并督促经营户做
好经营场所消杀及个人防护。从检查的情况来看，该区大部分
经营户没有存在违法违规经营的现象。

同时，执法人员还积极配合桂林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对经
营户所销售的三文鱼、八爪鱼、小黄鱼、鸡翅等食品表面，以
及操作台、砧板、称重托盘、下水道、活禽笼等重点进行环境
采样检测，其中西门、瓦窑两大集贸市场已提取样品 24 个。

据了解，自 15 日开始，不少三文鱼经营户通过新闻媒体
了解到相关信息后，就主动将所销售的三文鱼下架，以消除市
民的消费顾虑，也为了从源头上避免安全隐患。

我市排查

市场销售的三文鱼
部分商家主动下架，执法人员严查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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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瑶族自治县把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等技能培训班开到贫困群众的家
门口，让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贫困户在农忙时不耽误农事，节省往返时间学好技能，
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图为近日烹调教师正在该县莲花镇东科村现场示范教学，为村民上螺蛳粉制作
培训课。 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唐日明 摄

▲ 6 月 16 日上午，在象山区南门桥小游园，过路市民正饶有兴趣地跟着专业医护
人员现场学习心肺复苏的常识。当天是全国第十九个“安全宣传月”的主题宣传日，象
山区组织辖区医院、公安、商务、市场监管等多个单位专业人员，在南门桥小游园通过
展板宣传、发放资料以及现场演示等方式，向市民宣传卫生急救、交通安全、食品安全
等各类常识。 记者张苑 通讯员李淑敏 彭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