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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门，记者便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黄聪正

在房间里做作业，客厅的桌子上里摆着两份试卷——

数学140（总分150分），语文104（总分150分）。

绝望：没有完全匹配的骨髓

　　厄运降临时，黄聪是渝北中学初一五班的学生，

成绩很好，也很乖巧懂事，在老师眼里一直是名好学

生。

　　初一下学期，开学后第二周，黄聪在家洗澡时发

现自己腿上有不少红点，他告诉了父亲黄云。

　　2012年2月，父亲带黄聪到重庆市儿童医院检

查，医生发现黄聪的血小板特别低，需要住院接受检

查。一周后，黄聪被确诊为患有“急性重型再生性障

碍性贫血”。

     为了一心一意为儿子治病，打工的黄云夫妇辞去

了工作，一边照顾儿子，一边为儿子寻找治愈的机

会。

　　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建议黄聪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但没有完全匹配的骨髓，只有六分之四匹配的，全部

手术和医疗费用近50万，而成功的几率只有50%——

60%，这意味着黄聪不能接受骨髓移植，医生也没有

办法。黄云夫妇将黄聪接回了家。

希望：两次选择的机会

　　回家后，依靠药物根本不起作用，黄聪的血小板

还是很低。黄聪再次住进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病房。

　　住院一个月左右，黄云从黄聪的历史老师那里得

知，河南省漯河市中医院对再生性障碍性贫血病的治

疗比较有经验，并且不用骨髓移植。

　　黄云看到了希望：“去那边治疗不需要骨髓移

12岁男孩与病魔抗争，
　　　　　          赢 了！

本报记者　陈美吟

　　【编者按】去年3月，回兴金果路社区居委会为黄
聪——一位12岁的再生性障碍性贫血病患者进行了义务募
捐。居委会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居民在听说了黄聪的不幸遭遇
后，纷纷倾囊相助，共筹得爱心捐款1435.1元。
　　记者了解情况后，联系了黄聪父亲，征得其同意后，来
到了位于渝北双龙西路黄聪的家。

      黄聪的药　　张子琪/摄

    聪聪家壁橱上的全家福　　 李诗琪/摄

　　回兴枫桥水郡小区一间两室一厅的屋子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妻，以及他们的女儿、女婿、儿子，还有刚出生

6个月的外孙。这祖孙三代中，有三个人都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这对夫妻的女儿、女婿、儿子都是聋哑人。

　　陈召美对记者说，当她发现自己的儿女都是聋哑人时，她与丈夫杜晓文痛不欲生，整天以泪洗面，甚至想过

要放弃生活，“我最痛苦的就是生下了他们，给他们带来了不便”。但看着女儿和儿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懂

事，他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

　　陈召美一家来自合川，2002年前，他们生活在农村，以务农为生。“农村的生活太穷，太苦了。”陈召美

说，家里不仅有两个小孩，还有3个老人要赡养，小孩又是残疾人，经常被一些村民瞧不起。

　　为了更好地生活，避免闲言碎语，她和丈夫杜晓文决定带着子女外出务工。2007年，一家人在枫桥水郡小区

定居，租了一套六七十平米的房子。

　　48岁的陈召美每天晚上都会抱着6个月的外孙在小区散步。当提及为什么不去跳广场舞、打羽毛球、聊天等

时，陈召美说，“我也有这种跳舞的雅兴，但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总是高兴不起来。”

　　每次和其他的居民在一起时，陈召美总会觉得自卑，担心别的居民会瞧不起他们。“我心里一直都很痛

苦。”陈召美说，他们一家人心里都有抹不去的阴影。

　　“虽然是残疾人，但我们都有手有脚，都凭着自己的双手踏踏实实去挣钱。”陈召美说。

　　陈召美告诉记者，如今女儿与儿子、老公都有自己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还是能生活下去，日子虽苦，

但他们一家人从未想过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现在我们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能够好好地在里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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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召美很少把自己家的情况告诉

其他居民，小区大部分居民对陈召美

并不了解。

　　2010年初，陈召美的邻居李女

士在了解她们家情况后，将其情况反

映给了金果路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对陈召美一家进行了关爱

活动。

　　2010年底，社区居委会相关工

作人员为陈召美办理了“流动人口居

住证”，陈召美可以享受与当地户籍

人口一样的优惠政策。

　　2012年3月5日，金果路社区党

总支组织委员主任黄明琼，带着社区

工作人员对陈召美一家进行了慰问，

带去了鲜花与水果等。

果园新村：餐饮污染成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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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是以中药和西药联合治疗的方式，如果治疗不成

功，我们还可以选择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如果我在重庆

就接受骨髓移植，一旦手术失败，我连选择的机会都没

有了。”

      2012年4月8日，黄云夫妇带着黄聪来到了河南省漯

河市中医院。父亲留在医院照顾黄聪，母亲为了一家人

的生活回到重庆打工。

      经过7个月的治疗，黄聪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开始

进入稳定恢复时期后，黄云带着儿子回到了重庆。

                           心愿：回报社会

      团渝北区委得知这件事后，当即号召各共青团市民

学校、各单位、社区等为黄云一家捐款。从2012年3月7

日起，到此后的20天时间里，共为黄云募得40万元爱心

捐款。

     黄云接到这笔钱时，感动得落泪了。“心里很感

激，很激动。”黄云说。

    “现在他的病已经逐渐恢复了。”黄云告诉记者，

目前黄聪已经脱离了危险，病情比较稳定，但并不排除

有复发的可能。

       现在，黄聪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去学校上课，只是不

能参加课外活动，尤其是不能再打他最爱的篮球了。

     “等他病好后，我会把剩余的捐款回捐给社会上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黄云告诉记者，他很感激帮助过他

们的那些人，也一定要会社会做点什么。

      他为儿子黄聪列了一张单子，上面写着区团委、学

校以及一些个人捐助者的名字，他们大多是黄云夫妇的

朋友。“等他长大了，一定要让他回报这些曾帮助过我

们的人。”黄云说，等孩子身体都痊愈后，他也打算和

妻子做一些义工工作，以回报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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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 12 点，这里油烟冲天。

　　下午 18 点，这里油烟冲天。

　　晚上 23 点，这里依然油烟冲天。

　　宝圣南路居委会管辖下的居民小区——果园新村，拥有

大大小小餐馆共 90 余家，这些以麻辣鲜香著称的小餐馆，

在制造美食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油烟。冲鼻的油烟从餐馆

油污密布的窗户里涌出，窜进楼上住户家中，令居民苦不堪

言。

　　事实上，早在 2001 年，果园新村的油烟问题便已存在。

果园新村是 1998 年建设的农转非安置房，2001 年，西南政

法大学迁至其对面，果园新村部分一楼住户将房屋出租给餐

饮行业。至 2004 年，因西南政法大学沙坪坝校区学生迁入

渝北校区，更多的房东抓住这一商机将一楼出租给餐饮业，

油烟问题日益凸显。

　　本报记者采访发现，同学聚会、食堂的东西吃腻了、改

善伙食，是西政学生选择在果园新村吃饭的三个主要原因。

当被问及是否注意到这些小餐馆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油烟污染

问题时，西政的凌同学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

且我们也是没办法才出来吃的。居民应该去和餐馆老板好好

商量。”

　　　　　　　　　　深受其害的居民　　　　　　　　　

　　长年累月的油污使楼梯、楼梯扶手、楼道内的墙壁都有

油污。家住果园新村 7 幢 4 楼的王女士对《回兴社区报》说，

居民因油污滑倒的事情时有发生，并且果园新村楼道狭窄，

一旦发生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楼梯油腻易滑很可能使生命

通道受阻，增大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果园新村油烟污染问题最严重的是 11 幢，这栋楼 7 家

商户中就有 5 家炒菜馆，记者走进楼内，2 楼的楼梯上能明

显感觉到油污粘脚；最顶层 8 楼楼梯扶手上也有油污。

　　密集的餐馆使居民室内油烟难以散尽，中午和晚上的饭

点时间更是无法开窗。“夏天还能开窗通风，冬天太冷了，

屋里的油烟只能等它慢慢散，”王女士说。

　　“我们的阳台上都是油污，晾晒的衣服上总有一股油烟

味，”家住 11 幢 8 楼的陈女士抱怨说，家里只有清晨和午

后能开一会儿窗户，室内通风受到很大的影响。陈女士说，

正在上中学的女儿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很担忧女儿

的身体。

　　“我希望楼下的商户能安装烟囱，这不合理吗？”陈女

士质问。

       　　　　　　　　寸步不让的餐馆
　　果园新村的商户大都是外来租户，老坎炒菜馆老板张杰

告诉《回兴社区报》，租金、饭菜成本的不断上涨使他们并

没有在此长期做生意的打算。张杰说：“如果安装了烟囱，

将来不在这里做生意了，那么安装烟囱的钱就损失了。”               

　　果园新村 6 栋铁板烧老板娘则表示：“他们都不安装烟

囱，那我们也不安装烟囱。”

　　“群体压力”是商户们拒绝安装烟囱的另一阻力。张杰

说：“其他商户都不安装烟囱，如果我安装了，他们会对我

有看法，邻里关系很难处理。”

　　记者注意到，果园新村的油烟有两大来源，一是果园新

村一楼的餐馆，二是果园新村周边的夜市。夜市多为炒牛筋

面、炒粉、烤鱼和烤鸡腿等小吃摊，烹调过程中都会产生大

量油烟。尽管傍晚 6 点后夜市才摆出来，但是夜市结束的时

间很晚，有时候要到凌晨 1 点。

　　张杰说：“同样是产生油烟，果园新村的居民从来不去

责怪夜市的人，就只会找我们门市商户的麻烦。”

          　　　　          难以解决的问题
　　《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六十条规

定，使用人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征得有利害关系

的业主同意。

　　果园新村所属宝圣南路居委会（下称“居委会”）书记

陈敦琼告诉《回兴社区报》，按照这个条例，居委会要求开

办餐馆的业主必须先到居委会领取意见征求表，主动征得所

在楼全体住户的同意，居委会根据意见征求表上的信息逐一

电话核实，只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住户同意开办餐馆，居委会

才会为其出具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

的证明文件。

　　但这仅仅是对新开设餐馆的把关，《条例》是 2009 年

10 月才开始施行，果园新村的餐饮业 2001 年起就已存在，

对于 2009 年以前开设的餐馆，该如何管理？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资源与环境法教研室

主任张志辽认为，虽然有“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即不能用

新法规去惩处旧法规所允许的行为），对于 2009 年以前开

设的餐馆，《条例》对其不适用，但是环保部门仍可依据

《大气污染防治法》对果园新村的餐饮业进行监管。该法第

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城市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必须采取措

施，防止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

　　实际上，2010 年以来，居委会同渝北区环保局两路大

队就一直在努力解决该处的油烟扰民问题。

　　今年 4 月，因渝北区环保局的机构调整，果园新村由原

来的两路大队改由新组建的回兴大队监管。环保局前两路大

队队长蒲章明说，果园新村是 1998 年建设的安置房，楼层

设计中没有公共烟道，房屋外架设有电线、下水管道等使得

房屋外空余地方不足以架设烟囱，强行架设会埋下安全隐患。

2011 年回兴街道办事处曾把统一安装烟道纳入外墙整治一

并进行，由于种种原因，全市不再实施外墙整治工程，此事

被耽搁下来了。

　　　　　　　　　　　难题无解？

　　“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组织，没有执法权，我们能做的

就是宣传、协调。”陈敦琼说，因为油烟问题，他们已经出

面协调住户和商户多次，但是餐馆老板们仍然拒绝安装烟囱。

　　面对油烟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的现状，蒲章明说：“我

们也发过多次整改通知书和处罚通知书，但由于该处餐馆投

资小、业主变化快等特点导致执行起来难度相当大。”

　　蒲章明认为，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求商户安装油

烟净化器，油烟净化器体积小，便于安装。

　　另据居委会反映，果园新村有部分商家未持有工商营业

执照的情况，记者走访了回兴工商所技师王德安。

　　王德安说，回兴工商所曾多次向这里的商户下发通知，

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所需的相关手续。工

商所对于这种小成本经营的餐馆，一般都会对其采取批评教

育、没收物品、规劝办理手续的措施，很少对其依法取缔。

王德安说：“我们也下发过责令停业通知书，可是这些商户

等我们一走，就又出来做生意了。人家也要生活啊。” 

　　西南政法大学民法学副教授张力认为，根据我国《物权

法》的第九十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排放

大气污染物），果园新村商户排放不合理排放油烟的行为已

侵犯住户的房屋所有权，居民有权对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

其停止侵害，并获得相应赔偿。但因诉讼费用高和相关部门

执行力不高，不少居民只能望而却步。

　　蒲章明说：“重庆市环保局正在积极组织专家调研社区

油烟扰民问题，今年二月专家组也到果园新村现场进行了详

细调研查看，目的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全市油烟扰民治理办

法，一旦该办法出台实施，我相信居民们反映的油烟扰民问

题会得到很好解决。”对于办法何时出台，漳浦明没有给出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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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新村怪象
本报记者   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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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个地方，小区里都是饭馆，居民却很少去消费。

　　这个地方就是果园新村。

　　果园新村共有大小餐馆九十余家，主要顾客群是西政的

学生。果园新村的居民却从来不在这里就餐。

    “每天晚上蟑螂都在蔬菜上爬来爬去的，你敢吃吗？”

家住果园新村的一居民向记者透露。　　

       果园新村的餐馆以炒菜馆为主。由于餐馆是民居改造的，

厨房设在原居民楼内，面积狭小，仅够两人容身，很容易滋

生细菌，吸引蟑螂、老鼠。炒菜馆每天巨大的人流量使得餐

馆会储备很多食材，而餐馆厨房面积有限，有些商户便将食

材直接放置在地上，没有采取任何防虫措施。

　　记者走进果园新村二楼的一户居民家里。餐桌上放了很

多纱网，居民说：“没办法，不用纱网，蟑螂、老鼠就把饭

菜吃了，挺可惜的”。她告诉记者，这些蟑螂、老鼠都是一

楼饭馆里的，它们从门缝、窗户缝、热水器、空调通风口爬

进来，家里的食物如果不用纱网罩起来，第二天上面肯定有

老鼠啃过的痕迹。采访进行时，居民忽然从厨房里抓出一只

蟑螂给记者看。“我今天都抓了好几只了，我们早就习惯了，”

居民无奈地说。

　　不仅是二楼，三楼的居民也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我

晚上在桌子上放了一盒牛奶，结果夜里老鼠把纸盒子啃破了，

牛奶洒的一地都是，”一位三楼的居民说。

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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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访人：宝圣南路居委会书记　陈敦琼

       问：在油烟问题上做过哪些努力？

     答：曾请专家实地考察装烟囱的方案，但果园新村房屋结构陈旧，不宜装烟

囱；也考虑过将油烟排向地下，但容易引起爆炸；建议水磨烟囱，但造价太高且有

噪音。

       我们没有执法能力，只能做动员，发放整改通知书。

       问：是否可以制止房东将房屋出租给餐饮业？

       答：我们无法阻止，不过楼上业主可以采取反对的方式，自己对此进行监督。

被采访人：环保局两路大队队长　蒲章明

       问：油烟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答：客观上，果园新村是1998年建的安置房，楼房老旧、无公共烟道；旧楼房

屋结构存在不能安烟囱的先天缺陷。

　　主观上，餐馆老板不舍得花钱，而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又不断上升。

       问：对油烟问题是如何进行处理的？

      答：曾与街道办、居委会联合执法，下发整改通知书，倡导油烟集中排放，但

安装烟囱的技术人员实地考察后认为，果园新村房屋老旧，房屋外面的电线给安装

烟囱施工带来不便，房屋老旧使工程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不美观。

       问：目前最好的处理方法？

      答：安装油烟净化器，油烟净化器体积小，便于安装，但油烟净化器存在先天

缺陷：对于呛人的气味改善不大；净化器的运作会产生一定的噪音，也许会成为新

的环保问题，最终还是需要环保局来管。

被采访人：回兴街道工商所副主任科员　李兵

       问：对果园新村无营业执照的住改商所造成的油烟污染是如何处理的？

      答：这个我们需要与环保局联合执法。对于没有营业执照的商户，去年我们在

处理“水果缺斤少两”问题时专门清理过两次，发放了通知。但是由于门市转让频

繁、商家更换很快，有些就没有改进排烟设施。

       问：发放通知后的情况如何？

       答：大多数都办理了营业执照，很多商家都没有把营业执照挂出来。

       问：会存在漏网之鱼吗？

      答：我们会进行定期清理。但是由于人手不够，今年上半年工作繁忙、无法顾

及，过一段时间才有精力去管理。由于负责果园新村那边的人员不在，具体情况我

也不了解。但是关于油烟的问题，应由环保局管理。我们只是负责有无营业执照。

       问：目前为止有接到过油烟问题的举报或投诉吗？各部门进行过联合执法吗？

     答：有过。是由街道办牵头，居委会的力量太单薄。但是不论有没有营业执

照， 环保局都可以让其进行整改。

被采访人：渝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　段科长

　　食药监行政审批科主要是从源头上审查、严格把关，不让不具有相关资格的人

领取餐饮许可证以及工商营业执照。

部门答复
本报记者　康晰　李娇

　　“他开别滴撒子都得行，就是不能开炒菜馆，我们是居民楼又不是商业楼，本

来都不应该允许开餐馆。再说应该要开的话是要我们楼上的都签字同意（本报注：

《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条规定，使用人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应征得有

厉害关系的业主同意），我不晓得他们的那个同意书是哪个签滴字，我是没同意

的，”十一栋三单元二楼的许阿姨说。

　　许阿姨楼下的“咱家东北菜”餐馆招牌残缺不全，里面的陈设如故，但是已经

不再营业。

　　据了解，当时业主和租户的续租合同已经签订了，但由于许阿姨一家坚决不同

意，并通过居委会从中协商，最后成功使楼下的“咱家东北菜”关闭了。

　　“他们开哒两年，期间我们都一直找物管，他们也没朗格管；找环保局也没得

办法，连天天630我都投诉过，记者说要来，我等哒他半天也没看到人。他们那边

有好多二楼的都是找楼下收“油烟费”的，一个月好多钱，我宁愿不要他那个钱，

后头实在遭不住哒，好说不行我们都切找他们闹，后头加上房东也要涨价，他们不

同意，都搬起走咯。”记者看到，三单元的楼道确实比楼下开有餐馆的楼道干净的

多。

许阿姨的“硬心肠”：
　　　　　　　　　　坚决反对

    在许阿姨一家坚持之下搬迁的“咱家东北菜”　　

记者　胡桥

刘惠 / 摄 



   西方居民爱用的橄榄油燃点

为90°C，我国居民常使用的花

生油，菜籽油为150°C，但是

炒菜时，我国居民往往把油温加

热到300°C，油温越高释放的

有害物质越多。因此学林商业街

和果园新区的餐馆可以选择换食

用油和改变烹调方式来减少油

烟。

      抽油烟机是对付油烟的法

宝，烹饪前要打开抽烟烟机，

烹饪结束后最少延长排气3-5分

钟。一般来说一个礼拜油盒便会

满，所以定期清洗油盒和管道非

常重要。

     月季、天竺葵、蓝铃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吸收油烟中的苯并

芘，住在餐馆楼上的居民可以在

家里养上几盆，能赏心悦目，还

能净化空气。

     饮食上注意多摄入维生素

A、胡萝卜素、蔬菜和水果等。

      医师提醒：如果家人出现声

音嘶哑、咽喉疼痛、刺激性干咳、

痰中带血、咽部有异物，严重时

呼吸困难或颈部出现肿块等症

状，且此种症状持续一周以上，

则要立即去医院就诊。（据《华

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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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巧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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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串香 3 家

火锅 9 家

牛筋面 4 家

大盘鸡 4 家

炒菜馆 20 家

干锅店 4 家

砂锅店 4 家

地点：学林商业街与果园新村

用煤量：约 19700 斤 / 每月

用煤者：铁板烧、烤鱼店、烧烤店（共 23 家）

用天然气量：约 18085 方 / 每月

用天然气者：详见下图（共 45 家）

结果：产生大量油烟

    做一顿饭相当于抽两包烟，长期吸入油烟会增加患癌机率。

       油烟，是厨房常见的气体。油烟中常规气体的挥发，容易让

居民患上油烟综合征，症状表现为食欲减退、心烦、嗜睡、精神

不振、疲乏无力。

       油烟中除了常规气体外，还有许多有害气体。

      对油烟样品进行分析，共测出 220 多种化学物质，主要的几

种是醛、酮、烃、脂肪酸、醇、芳香族化合物、酯、内酯、杂环

化合物等。这些化学物质中发现了挥发性亚硝胺等已知突变致癌

物。

      与呼吸道有关的疾病患者是不宜吸入油烟的，因为呼吸道与

粘膜系统紧密相关，而油烟正式刺激它的杀手之一。呼吸道疾病

包括支气管炎、肺炎、扁桃体炎、鼻炎等。与循环系统相关的疾

病也不能摄入油烟，例如心脑血管疾病。吸入油烟过多或长期吸

入容易导致血栓、血管硬化、食道癌、肺癌、喉癌等问题。

      我国位居第一位的癌症杀手便是肺癌，全球平均每隔 20 秒

就有人死于肺癌，新发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是肺癌。油烟是引

发肺癌的主要气体之一，这是因为油烟中有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

高致癌物——苯并芘，因此长时间吸入油烟对居民的身体有害无

益，其中以对主厨的身体伤害最大。

      常规抽油烟机的净化率是 50%，也就是说使用抽油烟机可以

抽掉一般的油烟。然而调查发现，学林商业街的餐馆有抽烟烟机，

但只在最忙碌的时候使用。果园新村的餐馆基本上没有抽油烟机，

只有排气扇，而排气扇不能起到净化作用，只会将油烟转移到户

外。（据北京卫视、《华西都市报》）

      做顿饭 = 抽两包烟 
油烟吸入过多或致癌 

* 西安 2012 年 500 多名女性死于肺癌，油烟是祸首之一

* 杭州的一项报告显示，2012 年杭州有 1211 位女性得了  肺癌，这可能与油烟有关。

* 全军呼吸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 , 在检出的慢支炎肺气肿患者中 , 有吸烟史的患者占 46.4%, 而长期吸入厨房油烟的占

21.53%。

* 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透露，2012 年南宁有 312 名女性死于肺癌。非吸烟女性肺癌病例六成长期接触油烟。

* 台湾的一项研究数据，烹调中不使用排风装置的厨师，增加肺癌风险为 3.2 至 12.2 倍。

* 同济大学肿瘤研究所周彩存教授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对肺癌患者长达 5 年的追踪病因调查发现，70% 的男性肺癌患者死

于吸烟；在非吸烟女性肺癌危险因素中，超过 60% 的女性长期接触厨房油烟，做饭时经常有眼和咽喉被烟雾刺激感。

（据搜狐网、西部网、《当代生活报》、《老年日报》、广西新闻网）

新闻数据链接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版综合   范晓羽 次仁桑姆 刘瑞 赵丹

果园新村餐饮业现状

本版综合  曾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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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自网络

    鸡汤被很多人当成感冒时的最佳食材，但不是

所有感冒都能喝鸡汤。感冒可分为风寒和风热两种

类型，风寒型感冒要多喝开水、姜汤或热鸡汤等。

风热型的感冒多出现喉咙痛、黄痰症状。这类患者

要喝室温下的凉白开，而不是热水，更不适合喝鸡

汤，否则会加重感冒症状。（据《生命时报》）

   家庭大扫除，最烦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油腻污渍，

厨房的大大小小厨具，客厅的各式各样家具摆件。下面就是小

编为大家提供的去油大攻略，超有用哦。

   油烟机油垢：用完的公车票、过期的信用卡或旅行社送的

塑胶名牌,用它在油烟机壁上一刮，油垢很容易就刮下来，刮

得差不多之后再使用除油清洁剂，抽油烟机很容易恢复原有的

干净。

    洗铁锅油垢:将新鲜的梨皮放在锅里加水煮一会儿，油垢

就很容易清除了。

   不锈钢厨具：处理不锈钢厨具表面油渍,只需在其上洒少许

面粉,再用废旧软塑料或布擦。既光亮如新，又省去洗涤剂和

清水冲洗。

   灶具油污：将粘稠的米汤涂在灶具上，待米汤结痂干燥

后，用铁片轻刮，油污就会随米汤结痂一起除去。    

    纱窗油腻:可将洗衣粉、吸烟剩下的烟头一起放在水里，

待溶解后，拿来擦玻璃窗、纱窗，效果均不错。 

   地面油污：在拖把上倒一点醋擦，即可去掉地面油污。若

水泥地面上的油污很难去除，可在头天晚上弄点干草木灰，用

水调成糊状涂在地面上，再用清水反复冲洗，水泥地面便可焕

然一新，可减少洗涤剂和水的用量。

去油大攻略

万能的冰箱
       你知道冰箱在生活中的这些妙用吗？

1.把发黄的白色衣物清洗后冷冻1小时再晾干能变白。

2.将受潮的饼干放入冰箱，冷冻一天能变脆。

3.物品粘上口香糖后弄不下来,放冰箱里冻1小时,就容易剥离

了。

4.切洋葱前冻一会,不刺眼。

5.皱皱的真丝衣服不好熨,放塑料袋里搁冰箱里冻一下,就容易

多了。                                                           

      市保监局已在国内率先出台

《重庆市机动车辆保险人伤理

赔“零距离”服务标准》，5月1

日起，新发生涉及人伤的车险赔

案，将按该标准进行理赔。

     《标准》规定，车祸有人受

伤，保险公司预赔付金额不低于

预估医疗费赔偿额40%。（据重

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鸡汤治感冒,
       小心帮倒忙

1. 将残茶叶浸入水中数天后，浇在植物根部，可促进植物生长；

把残茶叶晒干，放到厕所或沟渠里燃熏，可消除恶臭，具有驱

除蚊蝇的功能。

2. 用残茶叶擦洗木、竹桌椅，可使之更为光洁。把残茶叶晒干，

铺撒在潮湿处，能够去潮；残茶叶晒干后，还可装入枕套充当

枕芯，非常柔软。

3. 把茶叶冲泡后挤干，放到纱布袋里。闭上眼睛，把茶袋放到

眼睛上，放 10-15 分钟。能够缓解眼睛的疲劳，改善黑眼圈，

治疗眼部炎症。

4. 茶叶可以护发，洗完头后把微细茶粉涂在头皮上，轻轻按摩，

每天 1 次；或者把茶汤涂在头上，按摩 1 分钟后洗净，能够防

治脱发，去除头屑。

5. 丝质品的衣服，最怕化学清洁剂，如果将泡过的茶叶，用来

煮水洗涤丝质的衣服，便能保持原来的色泽，而光亮如新，洗

尼龙纤维的衣服，可能有同样的效果。

6. 吃特别辣的辣椒后，若口辣难忍，可先用清水漱一下口，再

咀嚼一点茶叶，口中辣味即可消除。吃了生葱、大蒜以后，弄

一些残茶叶在口里嚼一段时间，即能消除葱、蒜的异味。

7. 用茶渣擦洗镜子、玻璃、门窗、家具、胶纸板的泥污，去污

效果好。深色衣服上的油渍，用残茶叶搓洗能去除。

茶叶的妙用
本栏目内容摘自重庆商报微博

健康之家生活小窍门

夏日饮食

       夏天到了，小编为大家介绍一道小菜，为燥热

的暑季带来一丝清凉吧！

韩森旗 /摄

制作材料：

主料：苦瓜 

调料：枸杞子，雪碧，橙汁，蜂蜜 

1. 苦瓜洗净 , 对半剖开，用铁勺刮去里面的瓤，怕

苦的尽量刮得干净点。

2. 苦瓜在流动的水里清洗 ( 这一步同样是为了去苦

味 ), 再放在凉开水里浸泡。

3. 取雪碧一罐倒入容器 , 放入枸杞子一把，然后把

苦瓜从凉开水里取出、沥干，放入雪碧浸泡至少一

个晚上。

4. 吃的时候把苦瓜捞出，用少许橙汁调入蜂蜜做成

蘸料 , 蘸着吃 .

■提示：去苦瓜的苦味还有个办法，就是在苦瓜里

放盐腌一会，再洗掉。爱吃苦的朋友就不需要这么

麻烦了哦！

雪碧苦瓜

重庆车险人伤理赔 
保险公司至少预付赔付四成

政
策
解
读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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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影像

    时光易逝，岁月无痕，我们用图片记录那些
人，那些事，让它成为永恒。心社区，与你同在。

简俊豪，不爱哭，喜欢各种球类运
动，在慢慢学讲话

他三个月大，母乳喂养，微
胖，正由婆婆背着去街上散步

刘静壹，三岁多，喜欢看
《喜洋洋与灰太狼》

王佳怡，差一个月满三岁，母亲瘫
痪在床，有婆婆照顾，喜欢在菜市
场玩耍

陈阿姨，76岁，正和老伴一起带
7个月大的孙子在宝圣湖边散步

周子然，2岁零2个月，吃的少，
记性好，可完整的唱4首歌曲

4个多月大的她依然是母乳喂
养，不喜欢用奶瓶喝

波波

本版图文 袁乔乔 

                         征集令

    这是一个温暖的社区，温暖在你，温暖
在我。本期起，本报将开设“心社区”图
片版面，向广大居民征集有意思的照片，
请把身边有趣的人和事拍下来，你可以通
过 @ 重庆 _ 回兴社区报，也可以发送照片至
hxsqb2012@126.com 晒图片，让心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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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百态

光阴的故事
60岁   她的行装里总有一份《重庆商报》

本报记者 谭珊珊 胡桥

79岁 她爱拿新闻下饭

本报记者 赵娟

老人在补鞋    廖雯雯／摄

　　一个背篓、一架擦鞋机、一架缝补机、

两块木板，写着红色的“修鞋”两字的一个

长方形木头盒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零碎物

件：橡胶皮、小钉子、小铁锤、锉刀、剪刀、

搭扣、胶水、各色线头……还有一张《重庆

商报》。这便是老人的行装。

　　老人姓余，和新中国同年诞生，祖籍四

川乐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响应国家号召去

新疆支边了，去时 19 岁，回来时 39 岁。回

来后被安排在军工厂工作了 8 年。再后来，

工厂倒闭，她也失业了。

　　她做过很多工作，其中就有裁缝。说到

这里，她自豪地指着身上的衣服说：“这衣

服就是我自己做的。我的孩子上高中以前，

所以衣服都是我自己买布料做的，可好看

了。”

　　她从 1998 年开始修补鞋包。2006 年，

来到重庆渝北回兴。

4

月26

日
，
郑
成
碧
在
看
重
庆
新
闻
频
道
的
《
新
闻
热
线
》
，

她
专
注
地
看
着
电
视
，
不
时
回
头
和
女
儿
讨
论
新
闻

修鞋很专业
　　晚上 8 点左右，天已经黑了，老人坐

在学林商业街边上的一棵树下，拿起锉刀

把原来的鞋跟拔掉，接着用一次性筷子把

鞋跟的空隙填满，剪掉剩余，磨平表面，

剪下一小块橡胶皮，粘上强力胶水，贴在

鞋跟上，取出两颗小钉子，拿起一颗用嘴

咬住，一颗便放在手里，“这样可以节约

时间，”老人说道。把小钉子钉好，再用

小铁锤锤得严实了，修剪多余的橡胶皮，

用锉刀磨平。换鞋跟的工程，如此便完毕

了，耗时十分钟左右。老人在这过程中还

会小声哼着歌。

　　刚放下手中的锉刀，来了一位客人，

客人要求用白色的线。老人便要把之前的

黑线换下，这时候仅仅靠着路灯微弱的光，

已经看不清白色的线。老人戴着老花镜，

身子微微前倾，熟练地把白色的线从缝补

机上穿过，左拐右拐的，动作十分娴熟，

到最后穿针那一步，老人费了一下力。一

下、两下、三下，穿过了。整个过程不到

一分钟。“白天的时候我穿得更快，一下

子就穿过了”老人笑道。

　　客人拿来一双鞋，只要客人一说鞋子

在哪些方面穿起来不舒服，老人马上可以

判断如何修补，站在一边等待老人修鞋的

女孩对同伴说“她修鞋好专业啊。”

　　每天找老人修鞋的人很多，仅在 5 点

半到 7 点半两个小时里，就有 20 多个人

来找老人修鞋。“我来西政多少年了，我

就找她修了多少年的鞋了，”西政一位研

三的周学生对记者说。

　　“她修的鞋很好，我的鞋都是她修的，

她人也很好。”西政民商法大二学生叶子

一直和老人保持很好的关系，当听说老人

8 点还没有吃晚饭时，马上要去给老人买

吃的，最终被老人拒绝了。

多了解一点总比不了解的好

自立者常乐

　　郑成碧今年 79 岁，有四个儿女，现

在和小女儿住在果园新村一套不到三十平

米的房子里。她穿着一件小格子衬衣，外

套一件小马甲，显得格外洋气。她说：“现

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穿格子衣服，我也要穿

穿看嘛。”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房子虽然小，但是室内家具摆放有序。

进门是一套红色小沙发，沙发前是一张大

理石茶几，门左侧是一台电视机和电冰箱，

电视机正播放着央视 13 套的新闻节目。

墙上唯一的相片是老伴的遗像，相框非常

干净，郑奶奶经常擦拭。

　　郑奶奶不识字，却钟情于新闻，每天晚

上她都要看新闻，常常一只手撑着腰，另一

只手撑着沙发边缘，托着腮帮子，眼睛盯着

电视，有时候看到晚上 11 点多才睡觉。她

最喜欢看央视 13 套的新闻节目和重庆新闻

频道的“天天 630”。

　　老人的老家是四川渠县，看到雅安地震

相关的新闻时，她说：“地震真是害人。”

回想起地震那天，她说：“我心脏不好，刚

开始还在想怎么心脏今天突然跳这么快，后

来看到衣柜在晃才意识到是地震。”

　　傍晚时，郑奶奶用小碗盛中午剩的饭，

放到电饭煲里蒸，天然气灶上热一碗汤，等

饭菜热好后，她便端到茶几上，一边看新闻

一边吃饭，她笑着说：“新闻就是我的下饭

菜。”

　　老人头发微白，有些稀疏，戴着一副

老花镜，悬挂在鼻梁上，胸前的牛仔围裙

上厚厚的一层胶水，严重的地方甚至被腐

蚀坏掉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那一双手，补鞋

要用胶水粘合，她直接用手摁上去，丝毫

没有将在意皮肉和鞋子黏在一起，大拇指

和食指也都是厚厚的一层胶水。却一直笑

着的，露出补得整齐的牙齿。

　　“刚开始你会觉得她凶，但是接触久

了，你就知道她人很好，说话也很有趣，

经常提醒你不要忘了东西，是吧？婆婆。”

叶子一边对着记者说话，一边对着婆婆笑

道。

　　老人和女儿住在云湖花园，女儿女婿

都有工作。“她是要自立，不想麻烦女儿”

叶子对记者说道。

　　“我喜欢干这活”老人一般早上 8 点

左右来到这里，晚上 8 点多才会回去。老

人拒绝了记者送她回家的请求。她一个人

左手推着擦鞋机，右手拉着背篓，快步走

在有些黑暗的路上。

　　老人每天必看报。报纸给客人看，自

己也看。

　　在分析了《重庆晚报》《重庆时报》《重

庆商报》《重庆晨报》后，老人说，她最

喜欢的是商报，她认为其他报纸讲的大多

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商报比较全面，还

有国际新闻。补鞋空闲的时间，老人把当

天的《重庆商报》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

　　老人说：“多了解一点总比不了解的

好”。

　　“好可惜啊，才 18 岁！”老人在看

到浙江卫视《中国星跳跃》，释小龙的武

术团一名满 18 岁的成员意外溺水身亡的

报道时发出叹息声。

　　“我看的书挑一担都挑不完。”老人

爱读报，也爱看书，四大名著、《家》《春》

《秋》《魂断蓝桥》《简爱》《英国病人》

都是老人喜欢看的书。她说以前看起书来

可以一直看到凌晨五点，现在不行了，身

体不允许，视力也不如从前了。

　　她还喜欢看球赛，足球篮球还有网球

都爱看，体育新闻也是特别关注。

　　“我跟你们（大学生）学的啊，活到老，

学到老。”老人说，她的普通话很好，很

多前来修鞋的人不相信她是四川人，老人

说对于前来的客人都是用普通话，只是在

客人没听懂的情况下，才会换说重庆话。

　　除了普通话，老人还会一些新疆话。

“在新疆那么多年，怎么也会说点！”老

人随即就说起“你好吗？我不好，回家吧

等新疆话”。

赵
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