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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 记者黄舒平王志鹏
■ 通讯员张雪娟

6 年前，鄢陵县马坊镇前彪村 62 岁
的村民郑贵连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她
的丈夫王利民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但
是，没有收入和高昂的医疗费用支出让
王利民一家人陷入贫困。2017 年以来，
在党和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王
利民一家人重拾生活的希望。

一场车祸差点儿摧毁一个家
2013 年 4 月 6 日，郑贵连骑着电动

车从邻村打工回家，行驶途中翻到了几
米深的沟里。当时，她昏迷了，被热心人
送往医院。

郑贵连伤势严重，医院在抢救过程
中多次下病危通知书。幸运的是，凭借
坚强的求生意志，郑贵连战胜了死神。
但是，她因颈部骨折造成高位截瘫，生活
完全不能自理。

以往，郑贵连和丈夫王利民以种田
为生，农闲时会到附近的村子打工赚钱，
一家人的生活还算幸福、安逸。可是，这
样的生活突然被一场车祸打破了。

为了给郑贵连治病，王利民带着她
跑遍了省内各大医院。

“只要有人说哪个医院能治这种病，
我们就去看。”王利民说，除了到大医院
求医外，他还到处托关系找偏方。然而，
各种药物、偏方都用了，郑贵连的病情还
是没有好转。为此，王利民花光了家里
的积蓄，还欠了几万元外债。

妻子瘫痪在床，丈夫悉心照料
妻子出院后，原来从不问家务的王

利民开始学做饭、做家务。从此，当别人
早已进入梦乡的时候，王利民还在忙活
着收拾家务；当别人睡眼蒙眬醒来，王利
民早已准备好了饭菜。

长期瘫痪的病人会造成肌肉僵硬和
萎缩。为了不让妻子的肌肉僵硬和萎
缩，王利民学会了按摩。6 年来，王利民
每天起早贪黑都要给瘫痪在床的妻子翻
身、按摩、洗脸、洗脚、擦身体、清理大小
便、洗尿布……由于妻子吃不了较硬的
食物，他经常做各种各样稀粥和汤面，一

口一口地喂。在王利民无微不至的照顾
下，郑贵连从来没有生过褥疮，连医生都
感到惊奇。

自从妻子瘫痪在床后，王利民克服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说：“我也想
有个活蹦乱跳、想干啥就干啥的妻子。
她也不想有病，可一日夫妻百日恩，既然
我们选择彼此，我就无怨无悔。只要我
活着一天，就要照顾她一天，这也是一个
丈夫应当做的。”

精准扶贫政策
让贫困家庭重现欢乐

照料病人，特别是瘫痪在床的病人，
需要的是爱心和耐心，一天两天、一月两
月、一年两年，可能都忍受得了。可是，
面对在床上一躺就是 6 年的妻子，王利
民不离不弃，悉心照料，让村里的邻居交
口称赞。

“其实，刚开始我并没有现在这样乐
观。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瘫痪在床，家
庭简直就像天塌了一样。”王利民说，妻
子受伤躺在床上的日子里，家里的钱都
花光了，但他不是特别在意，因为钱花光
了可以再打工挣。可妻子躺在床上不能
动，他不能出去打工挣钱不说，还得整天
整夜伺候，一度深受打击。

“刚开始真让我难为死了，一点儿希
望都没有，这日子可咋过啊。”王利民说，
妻子出院后的几个月，他真的难受极了，
曾经产生过破罐子破摔的念头。

“他们经常到家里开导我，还帮我办
理低保等，让我重新拾起生活的希望。”
王利民说，现在，他的脸上经常露出笑
容，心里暖洋洋的。

对贫困户在经济上帮扶
还要让他们树立生活的信心

“生活这么苦，这么多年你是咋坚持
下来的，有什么秘诀吗？”记者忍不住问
他。

“你不知道俺老婆为啥会摔着。”王
利民有些哽咽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高
血压、高血脂和关节炎等病痛让他在外
打工时备受折磨。郑贵连看着他心疼不
已，于是主动要求打工养家。

“要不是心疼我，贵连也不会摔着。”

“掌柜的，别说啦！家又不是你自己
的，谁干不一样。”躺在床上的郑贵连用
非常微弱的声音努力安慰着王利民。

“王利民家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
为了照顾瘫痪的妻子，家里的经济来源
也断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卜付田说，“对
于这样的贫困户，从镇里到村里都是想
尽办法让他们应保尽保，把能享受的政
策都享受到。”

2015 被识别为贫困户之后，前彪村
“两委”开始帮助王利民申请各种惠民政
策。此外，他们给王利民提供了村里的
公益岗位，让他在照顾妻子的空闲时间
也能挣到钱。

解决了王利民家的经济来源问题，
在如何帮助王利民树立生活信心上，村

里也没少动心思。村干部轮流到他家做
思想工作，镇里的对口帮扶人定期到他
家帮忙打扫卫生、拉家常。

“这几年，政府给了贫困户很多好政
策。不说别的，我自己现在这一身病，就
基本不花钱。有好政策‘兜底’，我对生
活更有信心了。”王利民想着回答。

生活有希望了，心气顺了，就能腾出
手来尽孝了。郑贵连说，她知道王利民
这些年心里一直记挂着自己 90 多岁卧
病在床的母亲，于是主动要求和兄弟们
轮流尽孝，每隔两个月就把老母亲接到
他家照顾。

王利民感激地说：“说实在话，有了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才能安心照顾好
妻子、孝顺好老娘啊！”

本报讯（记者 张汉杰）爱因斯坦、
奥巴马、比尔·盖茨、达·芬奇、拿破仑、毕
加索……这些名人看似毫不相干，但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左撇子。你身
边有左撇子吗？你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
吗？在 8 月 13 日国际左撇子日来临之
际，记者带你走近左撇子。

左撇子在生活中
有不便也有优势

在市区一家外贸公司上班的赵玉丽
是左撇子。她因为惯用左手常常给身边
人带来很多不便：吃饭时，一不小心就会
和旁边的人撞上；上小学时，谁也不愿和
她同桌，因为写字时会“打架”；上大学
时，想学长笛，可笛子都用右手调音，右
手用不上力，只好放弃。

生活中，她的小烦恼更多：鼠标在右
手边，剪刀是给习惯使用右手的人设计
的，就连汽车挡杆都在右边。“问遍许昌，
没有专门给左撇子用的剪刀。”直到她在

网上搜到左手键盘、左手鼠标等一系列
“左手用具”，这些烦恼才得以缓解。

8 月 12 日上午，记者在市区清潩河
游园内的一处篮球场遇到了正在打篮球
的左撇子刘威。记者观察了一会儿发
现，刘威和对方拼抢时总能稍占上风。

“这可能与我是左撇子有关吧！”刘威说，
他运球时可以左右开弓，但以左手居多；
投篮时，完全使用左手，使习惯使用右手
打球的人不好防守。

刘威是一个十足的运动爱好者，爱
好打乒乓球、篮球、桌球。在球场上，他
用左手一次次投篮、一次次挥拍，常让好
友连连叫好。至于掰手腕这样的比赛，
他若遇到习惯用右手的人，“右手，秒输；
左手，秒杀”。

刘威说，小时候，父母发现他是左撇
子，并没有强行纠正，而是顺其自然。“习
惯用左手对我来说可能是个优势。比如
打乒乓球，在双打组合中，最佳搭配就是
一左一右；而在单打中，大多数右手选手

不擅长接左手选手打出的球。这时，惯
用左手成了优势。”

左撇子更多用右脑思考
强行纠正没有必要

当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左
撇子都有一段“血泪史”——被家长强行
纠正。

家住市区五一路鸿业花园小区的赵
玉丽今年 26 岁，是一名教师。她从小就
发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到了上学的
年龄更加明显。在课堂上练习写字时，
她写出的字和别的同学写的不同。第二
天，老师请来了她的家长。之后，只要她
在家里写字，爸爸就会在一边盯着。要
是她忘了用右手，爸爸会用小棍儿敲桌
角。

起初，赵玉丽很不习惯，右手写的字
歪 歪 扭 扭 ，练 习 了 很 长 时 间 才 渐 渐 适
应。除了写字外，赵玉丽做其他事情还
是用左手，特别是切菜、用剪刀更是离不

了左手。每次看到她用左手切菜，爸爸
总是吓一跳。因为这件事，她没少挨批
评，但就是改不掉。

“习惯用左手并非疾病，而是一种习
惯，在人群中的比例约为 10%。”市人民医
院神经外二科主任、主任医师冯才政认
为，“强行纠正没有必要。左撇子更多用
右脑思考，更富有形象思维，空间平衡能
力更好，侧重于情感、直觉和艺术。孩子
处于语言学习的阶段，如果家长强迫孩子
改用右手，已建立的大脑优势半球会从右
侧改为左侧，易致孩子的语言中枢混乱，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结巴，也有孩子表现为
唱歌走调、发音不准等。”

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党支部书记、秘
书长牛敏表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
性。左撇子是孩子天性的表象之一，家
长应该正确对待这种天性，不要强迫孩
子纠正，要让孩子正确认识左撇子的差
异性，而非错误性或优越性，以免使孩子
产生不恰当的自我评价。

王利民悉心照顾卧病在床的郑贵连。记者 王志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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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政策“兜底”，没理由不振作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