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圈

A102025年6月27日 星期五 责编/朱忠诚 胡晓新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

2003年7月，正值壮年的蔡交郭
在梅墟一家工厂上班，那天因叉车故
障，蔡交郭骑着摩托车外出购买零件，
不料途中遭遇车祸，让他从此与轮椅
为伴。

“当时，医生说他脊髓受损严重，
高位截瘫，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
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也瞬间瘫坐下
去。”陆桂娥回忆，“那一个月里，我就
带着一张凉席，睡在他的病床边上，都
没敢告诉远在温州上大学的儿子。”

对于妻子日夜操劳，蔡交郭看在
眼里，满心绝望，觉得自己成了家庭的

累赘，甚至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不
愿意说话，也拒绝出门，怕身边人投来
异样目光。

面对丈夫的消极情绪，陆桂娥用
无尽的爱与鼓励，一点点帮他重拾生
活的信心。并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悉心照料丈夫的饮食起居。喂饭、翻
身、擦洗身体，协助康复护理，每一个
细节都做到无微不至。

在她的精心照料下，蔡交郭从最初
的闭门不出，到能坐着电动轮椅出门透
气，还会在妻子的陪伴下积极进行康复
运动，连电动轮椅都已经换了3辆。

一枚小小的金属徽章，竟成了管

好 13 个伞之家、200 多把共享雨伞的

“金钥匙”！在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宁广

社区悦江花苑网格，居民们惊喜地发

现，“雨伞爷爷”赵大为原创设计的“诚

信共享伞之家公益徽章”上线后，共享

伞的借还率直线飙升。这枚让孩子们

争当“小小管理员”、每周巡逻记录、擦

拭伞架的徽章，如同一个巧妙的诚信

“开关”，激活了邻里间的自觉与责任。

22年日夜照料

她让瘫痪丈夫
重获新生

6月 25日下午，鄞州区
咸祥镇里蔡村的村口小公
园里，66岁的陆桂娥正推着
电动轮椅，陪着 67 岁高位
截瘫的丈夫蔡交郭散步。
天气有些闷热，她时不时抬
手擦一下额头的汗，又轻声
问丈夫要不要休息。

看到记者走过来表明来
意，陆桂娥停下脚步，有些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都
是当妻子该做的，没有什么
好报道的。”从22年前丈夫
瘫痪至今，这样的场景每天
都在上演。

“要是有陌生人来家里，你帮我签
个字吧！”2019年6月，蔡交郭向妻子
坦诚了自己想要捐献遗体的想法。

原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一则遗体
捐献的新闻后，当即给鄞州区红十字
会打去电话，咨询遗体捐献事宜。得
知需要家属签字，他向妻子解释：“我
下半身瘫痪了，或许可以让医学专家
研究一下神经原理，我的眼角膜也可
以捐献给需要的人。”

“虽然当时很意外，但他决定的
事，我肯定支持。”陆桂娥说道，没想到
他会考虑那么遥远的事情。

当年7月1日，蔡交郭在捐献志
愿书上郑重地签下名字、按下指印，成
为咸祥镇首位捐献遗体的残疾人。

如今，这个家庭已是四世同堂，其
乐融融。“我记得1980年，在我们认识
的那一年，他骑着自行车载着我，从咸
祥镇出发，3天时间，我们逛遍了瞻
岐、柴桥、大碶，最后到了镇海的表姐
家。”回忆起这段往事，陆桂娥感叹，

“我们这代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
地的故事，有的只有细水长流的爱。”

记者 马佳威 实习生 何倩
通讯员 顾一伟 文/摄

丈夫提出捐献遗体，她全力支持

这22年里，陆桂娥经历了无数艰
难时刻。2004年春天，她发现丈夫背
后生了褥疮，听人说可以用给婴儿消
毒的肚脐粉治疗，她立即四处讨要。
此后每隔两个小时，她就为丈夫翻一
个身，然后拍一拍他的全身，舒缓一下
肌肉，24小时坚持照做，直到丈夫的
褥疮有了好转。

丈夫大小便失禁，对拉撒没有任
何知觉，时常深夜弄脏裤子和被子，陆
桂娥立即给他清洗，换干净的裤子。
这一阵捣鼓下来，整夜无眠。

2005年，两年多照顾丈夫不工作
的陆桂娥，又为生计发愁，长此以往没
有收入不是办法。在弟弟帮助下，她
到塘溪管江弟弟负责的砖厂工作，还
把丈夫带在身边，除了劳累的工作，还
要照顾丈夫起居，毫无怨言。

更惊险的一次。由于长期坐卧，
气不顺，蔡交郭在吃饭时突然呼吸骤
停，失去了意识。细心的陆桂娥发现
边上的丈夫一动不动，立即将丈夫放
平，做人工呼吸，硬是将他从死神手中
夺回。

生死时刻，她把丈夫从死神手中抢回

一次意外让丈夫高位截瘫，她不离不弃

陆桂娥陪丈夫做康复训练陆桂娥陪丈夫做康复训练。。

小徽章撬动大诚信！
“雨伞爷爷”原创妙招让共享伞“有借有还”

赵大为在向网格长介绍“旧伞回收机制”。

赵大为不仅是“雨伞爷爷”，更是
社区文明的“播种者”。他不仅自创

“共享伞之家”解决邻里雨天用伞难
题，还加入了社区“宁小修锋领工作
室”开展公益维修，将“随手公益”升华
为一场持久的文明接力。

凭借早年任教物理的功底，赵大
为平时常常为居民免费修理电饭锅、
收音机、微波炉等小家电，累计服务超
100件。“赵老师修的不只是家电，更
是邻里间的信任。”家住7幢的居民王
女士感慨。

如今，凭着这门手艺，每月18日，
赵大为会在社区锋领公益集市“摆
摊”，现场为居民解决家电故障。一台

老式收音机、一件褪色的雨衣，经他巧
手“复活”后，常被主人感慨“舍不得
扔”。对此，赵大为笑道：“修旧如旧，
物尽其用，这才是低碳生活。”

“赵老师的厉害之处，在于把‘一
个人的事’变成‘大家的事’。”社区党
委书记任圆盛表示，“他不仅解决问
题，更激发居民的参与感，让文明从

‘要求’变为‘自觉’。”正如赵大为自创
的打油诗所言——“你家我家称大家，
诚信共享靠大家”，这位“雨伞爷爷”正
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凡人善举”
如何点亮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付博勋 凌沪琼 文/摄

社区文明的“播种者”

赵大为自2023年2月搬至悦江
花苑居住后，就在其公共楼道内设立
了一个“共享伞之家”供邻居们随时取
用，并倡导邻居提供破损雨伞由其免
费修复，于是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雨
伞爷爷”。

如今，这份始于雨伞的善意不断
延伸。其热心事迹感召了众多居民，
大家自发捐赠雨伞加入共享，社区共
建单位浙江移动宁波鄞州分公司还捐
赠了100把新伞。2024年开始，在社
区的牵头下，如今一个个“共享伞之
家”在全小区铺开，增至13个，累计投
放雨伞超200把。

如何让“共享伞之家”长久运转，
让文明之风深入到社区每个角落？赵

大为将目光投向社区的孩子们。今年
4月，他原创设计推出“诚信共享伞之
家公益徽章”，并自掏腰包在网上订
制，召集网格20余名小朋友担任“伞
之家小小管理员”。

孩子们每周轮班巡逻，记录雨
伞数量、擦拭伞架，并提醒邻居及时
归还。完成任务的小朋友可获得一
枚定制徽章，获得“雨伞爷爷”的点
赞表扬。

“以前觉得雨伞是‘大人的事’，现
在我觉得守护‘伞之家’特别酷！”10
岁的管理员姚星宇自豪地说。这一举
措不仅让“共享伞”借还率提升至
90%，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诚信与责
任的种子。

诚信共享伞之家公益徽章。

被大家称为“雨伞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