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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札记】

医院的惊吓
文 王平华

老年人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 其各项体检
指标检查能及时地反映出身体各部位的健康状

态，以利体检后作些医疗调整。 和汽车定期要去
4S店保养检查一样， 我也基本每年定期去医院
检查和调理一次，确保我的身体能基本安康。

这次是去了上海一家颇有规模的医院体

检，而且是需要住两宿的那种 VIP 的体检。 抽
血化验，肠镜、CT、B 超后，检查结果反映指标
基本皆正常，我感到非常欣慰，一般来说，身体
机能的正常，并保持健康快乐的心态，是能多活
几年的重要因素。 所以，我准备周一出院，回去
可以继续“颐养天年”，并再发挥点“力所能及”
的余热。

周一上午，医生查房，主任医师告诉我：“你
不能出院，这次体检，CT 报告上反映，你肺上
有一个 1cm×0.9cm 的结节，去年的 CT 片子上
已经有了，但没有增大，现必须要再做一个增强
CT 复查一下 ， 并要请呼吸科专家医生来会
诊！”主任医师的告知，让我吃了一惊，脑子感到
“轰”了一下。我知道肺上一公分左右的结节，即
是肺癌的前兆， 难道我要生肺癌了？ 在医生面
前，我故作镇静，但脑子里已经很乱了，为什么
去年体检后没有告诉我？ 我问医生：“我从不吸
烟，怎么也会有这种症状？ ”医生给我解释：“你
不吸烟，你身边有人吸烟，其危害是一样的，生
肺癌的因素有很多，除遗传的基因，还有环境污
染影响，连烧菜的油烟都是导致肺癌的因素。 ”

医生的一番话语，让我陷入沉默。反正感到
我将面临灭顶之灾了，本人一直反对吸烟，是一
个禁止吸烟的积极倡导者，如生了肺癌，被人当
成笑话讲：“不吸烟也要生肺癌！ ”

医生查房走后，我万千思绪，从工作安排、
生活安排、家庭安排想到后事安排。中午医院护
工送来了饭菜，我都没有吃出啥滋味来。

护工送来增强 CT 的检查通知， 让我自己
下午 3 时去 CT 室检查， 并讲：“这是特别安排
进去的！ ”拿着这张检查通知，我的心里真是七
上八下，引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想法。

下午床位医生也感到有点蹊跷， 他带着疑
惑打开了电脑， 仔细看了我去年和这次的肺部
CT 影像，没有发现图像上有结节，他把看到的
状况带着疑问打电话去了 CT 室咨询， 让他们
再重新甑别一下我的 CT 图像， 床位医生的这
些举措，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此时床位医生通知我：“去 CT 室检查，等
我通知！”我想，又有啥节外生枝了？反正到了医
院，听医生安排了！

过了半小时， 主任医生告诉我：“不需要去
做增强 CT 了，你的肺上没有结节，CT 室乌龙
了！ ”哦！ 谢天谢地！ 真希望 CT 室把我的肺部
图像乌龙了！ 我紧绷的心一下放松了下来。 随
即，我高兴地办理了出院手续，并有了一种“重
获新生”的感觉。 真的感谢床位医生，不但帮我
节约了不该用的医疗费用， 更主要排除了我沉
重的心理压力。

静下来想想，这样一家上海滩赫赫有名，并
颇有规模的大医院， 把这性命交关的影像片乌
龙了，真让我吓得不轻，我知道，如心理承受能
力不够强大，这样的消息肯定要被吓出病来的。

但愿医院里这样的乌龙事情不要再发生

了！为这家医院的名声计，我就不说出它的医院
名称了。

【夕照青山】

大同江铁桥的见证

【文物鉴赏】

文 杜晓建

2020年 10 月 25 日，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作战 70 周年纪念日。

此刻，我翻开收藏的朝鲜老版纸币，凝望
这枚朝鲜纸币上印着的平壤地标———大同江

铁桥，深情缅怀牺牲在朝鲜抗美援朝战场上的
志愿军英烈时，更对当今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
局之中的中国前途充满着信心！

朝鲜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统治。
上世界 40 年代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刚刚建国，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进行“旧貌换新
颜”的和平建设时，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
争，战火迅速烧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

而一年前的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升起五

星红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新中国正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时，面
对美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中国家门口，不得
不出兵保家卫国，抗美援朝。

1950年 10月至 1953年 7月，中国人民志
愿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 在前苏联的支援
下，克服了及其艰难困苦的物质条件和自然环

境带来的战争挑衅，以中国人民志愿
军牺牲 19万余名年轻生命的巨大代
价，最终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
恶的美国及其雇佣军，在朝鲜板门店
迫使侵略者签定了停战协议书。

抗美援朝战火平熄后 ，200 多
万志愿军并没有全部撤回国内，而
是分批次撤军，滞留在朝鲜境内的
志愿军部队应朝鲜领袖金日成的请

求，就地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战后恢
复家园的社会主义建设。 直到 1958 年秋，中
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才全部撤回国内。 也就是
说，3 年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
帮助朝鲜人民进行了 5 年的国家恢复建设。

这枚 50朝元的纸币正面， 是首都平壤的
大同江桥，是当时首都的地标景观。 抗美援朝
战火平熄时，平壤几乎被美国空军的炸弹夷为
平地，满目疮痍，是名副其实的废墟，大同江桥
的修复列为首都第一期建设计划中的关键性

工程。 中国人民志愿军工程兵第 12支队的指
战员们把重建平壤当成自己的圣神使命，无论
是在炎炎烈日下抢运器材，还是在刺骨冰寒中
打捞钢材，他们用豪迈的气概宣誓：“用战斗给
人类带来和平，用劳动给朝鲜带来幸福！ ”。

志愿军工程兵们先用 2 个多月的时间架
设起 500 多米长的便桥， 然后在 1953 年 12
月的冰天雪地里开始了大同江铁桥的修复工

作。所有的工兵们个个都顶着逼人的寒气，脸
庞和手背被冻得通红，破开冰层，潜下桥底勘
察桥基损害程度，面对冰寒刺骨，无所畏惧。
工兵们下水后上岸喝几口辣椒水暖和一下身

体再投入工地建设； 江岸沙滩工地上的轱辘
大车由无数工兵们架上钢材和桥梁配件，飞
快地推到桥面施工作业面上； 在没有起重机
的帮助下， 仅用 7 个月时间修复起了一座新
的大同江铁桥。

志愿军忘我的火热精神体现出他们完全

把重建朝鲜家园看成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本分

家事，用善良和坚毅修复战争的创伤。当时流
行的话语叫做： 建设美丽的平壤就像建设中
国的北京一样。 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后来的战
后恢复重建中，朝鲜军民与志愿军情同手足，
互相支援，气氛融洽而温馨。

金日成多次到大桥工地视察，1954 年 6
月 17 日铁桥修复通车时，金日成写信给志愿
军铁道部队，并授予锦旗表彰。

此后， 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重建了 4000
多座铁路桥梁，修复被破坏的水库 8 座，并新
建了一批水利灌溉大型工程， 还帮朝鲜建起
大量医院、学校、办公大楼等，医治了战争创
伤。

目睹这 8 年时光的朝鲜人民， 志愿军曾
经动情地说过；朝鲜哪个山头，没有志愿军的
鲜血？朝鲜哪块土地没有志愿军的汗水？朝鲜
哪条道路没有志愿军的脚印？

新中国建国后第一个对外提供经济、军
事援助的国家是朝鲜。 至今， 世界上已经有
40 多个国家的法定货币印着中国援助的 100
多个大型地标项目。 朝鲜大同江铁桥是世界
钱币收藏界第一枚印着中国援建印迹的钱

币，虽然朝鲜币制几经改革，这枚纸币早已经
退出国内流通， 在国际收藏市场上也难见其
貌。 而朝鲜纸币上印着的亮眼名片则佐证了
中国共产党史、 新中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的一段史实， 也是对长眠在朝鲜故土的志愿
军先烈最好的纪念！

退休不褪志 夕阳再添彩
文 曹荣新

去年重阳节，市卫生系统退管会召开“老
有所为先进典型人物表彰大会”。 当我从市
领导手中接过鲜红的荣誉证书和沉甸甸的特

制水晶奖杯时，感慨万千。 我们退休职工赶
上了好时代，每月拿着年年递增的养老金，无
忧无虑；老年大学科目丰富，学无止境；家门
口的公园绿地，随时健身；社区群文活动，老
有所乐……我退休八年了。 退休前是一名央
企的工会干部，也是上海多家纸媒的特约阅
评员和广播电视台的“啄木鸟”，还是市、区多
家报刊的通讯员。 刚退休那阵，不用上班的
日子我竟手足无措。 居民区徐书记知道我退
休以后，多次上门要我融入社区。 尽管我不
是党员，但是希望我发挥特长，参加社区志愿
者队伍。 我在妻儿的支持下，果断走出家门，
服务社区，做着做着，做得乐此不疲。

退休八年来，我笔耕不辍。 每年都有数

万字的新闻报道或杂文散文见诸各类报刊杂

志或广播电视，还获得了许多征文奖。我的作
品连续多年被《社区晨报》评为特等奖。 至今
仍受聘纸媒担任阅评员和信息员， 是上海广
播电视台的十佳“啄木鸟”之一。

退休以后，我还参加社区老年大学学习，
不断给自己充电。 还参加了长宁区老龄合唱
团，在近两年里,十多次随团去各敬老院慰问
演出。 还担任虹桥街道关工委调研组组长，与
社区里的小朋友结对读书征文， 在寓教于乐
中引领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 我结合主题
教育内容选材，做到每课翻花样，一年不脱，一
季不断， 保证了该特色品牌活动的连贯性和
延续性。 由此，我连续三届获得长宁区“优秀
五老志愿者”。 在社区的文体活动中，我发现
“老男人”参加者甚少，便主动担起了社区乒乓
球队长。晨练羽毛球，午打乒乓球，把“老男人”
吸引过来。 并用自己平时获得的各种纪念品，
在新春佳联欢会上作为奖品送给老伙伴们。

我还参与社区与企业联建的“快乐健康园地”
组织的老年活动， 引导社区老年人快乐健康
安度晚年。 我的儿子曾是上海市第十批援滇
支教的优秀老师， 媳妇也是上海银行先进工
作者，我的家庭被评为长宁区“文明家庭”。

一眨眼， 我在新虹桥中心公园里的虹桥
香事馆做志愿者一年多了。 在为大众服务的
同时，我也从非遗传承人那里学习了新知识，
学到了这门独特技艺。 我为自己能服务于传
承非遗而感到快乐， 每每看到观众在留言簿
上的赞美之词，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甜蜜。

社区是我家，自治靠大家。我是社区一分
子，我所有服务社区的志愿者工作，虽说占用
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甚至体力，但我却感到收
获满满， 收获的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精神财
富。 在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的大背
景下，社区已成为退休职工参与社会生活，持
续发挥正能量的重要场所。快要“奔七”的我，
现在整天忙忙碌碌，非常充实。我用这三句话
总结自己的晚年生活：老有所学，学以致用；
老有所乐，情趣无穷；老有所为，晚霞似火。改
革开放新时代让我迎来人生第二春， 退休不
褪志，夕阳再添彩。

开
小
组

朝鲜 5500 元货币背面是大同江铁桥朝鲜 50 元货币背面是大同江铁桥

【岁月悠悠】

文 连俊

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 我上小学那会
儿，小学只上半天课。 下午开小组。 就是开
设学习小组，简称“开小组”。就是老师把住
家比较近的六、七个同学组织起来，形成一
个学习小组。 然后在这六、七家同学中，选
择一家住房比较宽敞的同学的家作为学习

小组的点。这六、七个同学下午按时到这个
学习点去做作业。

一个小组老师确定一个同学当组长，
一般在哪家开小组，那个同学就当组长。一
个小组男生女生比例差不多。 老师有老师
的道理，女生比较听话，可以监督男生，而
且会及时向老师汇报情况。 有时老师会突
然来走访，检查各小组的情况。那时的学生
学习都比较自觉，做作业从来不拖拉，不要

老师催，家长盯。 我们小组人数比较多，有
10人。 下午一点半， 大家准时到达学习小
组，把一块很大的洗衣板搁起来，作为做作
业的课桌，然后拿出作业本，纷纷埋头做作
业。 如果哪个顽皮的男孩提出先玩一会再
做作业， 马上就会受到组长和女生们的一
致反对。 在一起做作业， 同学们觉得很有
劲，遇到难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解题；遇
到有默写或背诵的作业，组员们互相监督，
互相做老师， 作业很快就做完了。 那个时
候，社会上没有一个什么课外辅导班，所以
也就没有什么额外的作业来增加学生的负

担。 做完作业，大家就一起玩。
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游戏机，电视机，连

收音机也不是家家有的。 但我们玩得项目
还是蛮多的，光棋类就有象棋、军棋、五子
棋、斗兽棋、飞行棋……一般男生下象棋，

军棋，斗兽棋；女生下五子棋，飞行棋，挑游
戏棒。 打扑克， 那个时候只有争上游、40
分、杜洛克，但也玩得津津有味。 再就是就
把做作业的洗衣板当作乒乓桌打乒乓。 有
时到外面去玩弄堂游戏，女生玩造房子，跳
橡皮筋，踢毽子等；男生玩飞香烟牌子，抄
刮片，打弹子，钉橄榄核等。 有些同学会把
家里玩的铁环拿来滚，贱骨头（陀螺）拿来
抽，那就更有劲了。女生会与住在弄堂里的
小姑娘分别组队，比赛跳橡皮筋；男生则与
弄堂里的小男子汉比赛“斗鸡”。 集体游戏
就是捉迷藏， 官兵抓强盗，“挤死老娘有饭
吃”等。有一天同学们正在弄堂里玩得起劲
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个老头从弄堂口推进
来一辆两轮板车，车上载着一个大箱子，箱
子一边有几个茶杯口那么大的洞， 供眼睛
凑上去看的，洞口用布遮着。老头口里还用

山东话吆喝着:“望里那个看勒， 望里那个
瞧勒”。“西洋镜来了”，小朋友们都知道的，
都一起向那里涌去。 西洋镜是一种民间游
戏器具，箱子里面装着图片。因为当初画片
都是西洋画，所以称西洋镜。匣子上方有放
大镜，通过开在箱子边上的洞口，可以看到
里面被放大的画片。看一次要 2 分钱，付了
钱，老头把布掀开，就能看了，但那个时候
口袋里有 2 分钱的小朋友不多的。老头说，
没钱，拿牙膏壳、空酒瓶等废品来代替钱，
也可看。 于是小朋友回家纷纷去找这些破
烂货，来换得看一次西洋镜的机会。那时候
有的里弄每个星期搞一次爱国卫生运动，
我们小组也参加。

我们这个小组，随着同学们小学毕业，
考进不同的中学，也就解散了，但童年的记
忆，却永远留在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