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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前，农民李贵华在家唯一
能做的就是“等死”，尿毒症，三四十万的
治疗费用，让他无法承担。一个星期后，
他躺在了河南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接
受治疗，等待肾源，治疗和生活费用全
免。命运，突然峰回路转，源于一个偶然
的机会，他遇到了在当地进行农民工返
乡调研的中央办公厅督察室领导，从此
在家“等死”的他，开始了新生。李贵华
的背后，是一个患有大病亟待救助的群
体，他们也期待一个社会体制层面上的

“新生”。
晚报记者 王战龙

核 心
提 示

亮光闪现的时候，是两天后，孙具玲正在工
地上，中央办公厅督察室和当地政府的领导突然
造访他们家。

中央办公厅督察室领导的到来非常偶然，他
们在当地调研“农民工返乡”问题，乡里就将此事
反映了上去，“当地有个农民工，患有大病，无钱
医治”。

他们决定实地调查，在李贵华家，看到李贵
华身患重病却无钱医治，令他们深受触动。他们
将情况反馈给了河南省相关部门，引起了省市县
各级领导的重视。

很快，省卫生厅接到省委办公厅转发的帮扶
通知，通知中要求省直各单位提出具体帮扶意
见，共同帮助李贵华渡过难关。

3月17日下午，省委督察室领导带着省人民
医院的专家、护士，带着最先进的救护车和急救
设备、药品，紧急驰向固始县。省人民医院同时
启动紧急救治预案，成立专家组，拟定初步救治
方案。

18日一早，省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就开到固始
县人民医院，接走了李贵华。经初步诊断，李贵
华的病情为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

终末期、重度肾性贫血、上呼吸道感染。
专家们紧急制订了治疗方案：继续透析治

疗、纠正贫血、控制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并进行控
制血压及饮食限制。

3月25日，李贵华躺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病房
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状况逐渐好转，自
己也偶然在病房内转悠一圈，活动一下身体。想
起半年多时间的大起大落，李贵华恍若做梦。

“如果不是政府，或许我早就死了。”李贵华
言语间充满感激，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老天眷
恋他这个家庭。

李贵华发现自己身体出状况，是 2008年 11
月的一个下午。

当时他正在浙江一家工地干活，感觉身体困
乏发软。他给妻子孙具玲打电话说，“身体不舒
服”，孙建议丈夫回家，“在家里看病比大城市好
歹便宜点”。

李贵华没有回家，他想象不出自己能得什么
大病，“可能是累着了”，他跟妻子说，休息一段时
间就好了，他想支撑到过年，可以多赚俩月钱。

半个月后，身体彻底无法支撑，11月23日，李
贵华回到老家，他决定好好休养几天。25日晚上，
李贵华的身体开始抽搐。家人连夜把他送到固始
县人民医院，诊断很快出来了，李贵华患有尿毒症。

“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对于结果，李贵华
不能接受；对于尿毒症，他并不陌生，12年前，哥
哥李贵红就因此病去世，他不相信同样的悲剧会
在一个家庭两度上演。

1996年，新婚5个多月的哥哥李贵红，被查出
患有尿毒症，半年之后去世，留下的是刚出生40天
的女儿和3万多元的欠款。为让侄女得到更好的
照顾，思来想去，李贵华提出愿与嫂子结婚。

婚后，老实忠厚的李贵华待孙具玲母女很
好，“女儿一直以为他就是亲爸，俩人可亲了”。
婚后3年，孙具玲又生了个儿子。

李贵华一家四口，家有10亩地，承包了别人
10亩地，他所居住的村庄位于豫皖交接，典型的

农业村庄，更接近于南方生活，每年种植一季水
稻，20亩地的纯收入也就是万把块钱。

出外打工是村民改变生活状态唯一的出路，
李贵华有一手粉刷的好手艺，农闲时间就跟着建
筑队在外打工，农忙时间回家务农。在小两口的
努力下，不仅还上了哥哥患病时欠下的 3万元，
还从原来的草房搬进了两层小楼。

孙具玲说，以前一家挤住在几间破旧的草房
里，房子“冬凉夏暖”破旧不堪。2006年，盖了座两
层的楼房，“建房花了9万元，而自己手里只有2万
元，其余的7万全部是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

李贵华夫妻的目标是：两年时间还清所有欠
款，然而目标还没有完成一半，李贵华倒下了。

对于固始县人民医院给出“尿毒症”的诊断
结论，李贵华不愿相信，他坚信哥哥的遭遇不会
在自己身上重演。他打听到南京某肾病专科医
院，决定去那里寻找一个自己想要的答案。

两天后，夫妻两人借了 4万元奔赴南京，南
京医院查出李贵华还患有高钾症，在急诊上接受
治疗，急诊上住了7天半，孙具玲见了丈夫两面。

7天之后，结果出来了——就是李贵华最不
愿意相信的尿毒症，医院建议住院透析治疗，或
者进行肾移植手术，治疗费用保守估计需要三四
十万元。

李贵华数数身上带的4万多元，仅剩6000多

元，他彻底崩溃了，坚持拒绝住院，要求回家，“治
也治不好，花那钱干啥？”

其实，第一次看病，李贵华已经动用了家里
全部的积蓄——4500多元钱，还是他从浙江打工
带回来的。

李贵华参加有当地的“新农合”，看病可以报
销，但他的治疗和药物费用，许多在自费之列，

“急诊不报，营养药不报……”第一次看病整个花
费的3900元，按照县级医院60%的报销标准，出
院当天，医院给李贵华返回了1600元。

而按照新农合的规定“不住院，不能给予报
销”，李贵华在南京治疗的3万多元费用，则全部得

由自己掏腰包。即使每次都能报，但每年报销不能
超过3万元，这与三四十万的治疗费用，差距很大。

李贵华简单算了算，盖房欠的钱还有4万多
元，加上此次治病的钱，已经负债七八万元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不行了，她（孙具玲）哪有能力
去还？”

回到家，他们便去固始县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所谓的住院治疗，其实仅仅在医院住了三四
天，就回家养病了，没有办理出院手续。

孙具玲说：“不办理出院手续，这样拿药，在
新农合范围，可以报销。”孙具玲还到附近一家工
地“提灰”，一天30元钱。

刚回到家的李贵华还可以走路，一个人在院
子里转转；后来，半卧在床上；再后来，躺在床上，
无力动弹。

“在家就是等死，没钱，有啥办法？”李贵华毫
不讳言自己当时的状况，他坚决反对妻子再次出
去借钱，“借也借不到了”。

李贵华的家位于信阳市固始县草庙乡吕岗
村，村子距离乡政府四五里地，距离固始县城 20
多里地，拥有12个行政村的草庙乡并不起眼，经
济排名在乡里中等偏下。这里自给自足的人们，

主要种植水稻，一年一季。
草庙乡是个典型的农业乡镇，3万多人的乡

镇，每年有一万多人出去打工，打工是村民唯一
改变生活的途径，李贵华只是众多农民工中的一
员。

李贵华的亲戚和他一样，都生活在这样的环
境中，从盖房到生病，但凡有点亲戚关系的，他们
都借遍了，看病借的 4万元，李贵华认为是亲戚
能够借付的底线。

2009 年 2 月，医生给李贵华下了“死亡通

知”——“如果不及时治疗，最多熬不过两个月。”
当时的李贵华躺在床上，连坐起来的力气都

没有，看着年幼的儿子和女儿眼泪横流。
孙具玲不甘心，她决定去乡民政部门寻求

帮助，乡里人挺同情她的遭遇，但是政府也没有
钱，他们告诉孙具玲一定会想办法的，但是要等
时机。

等多久？或许等不到那笔救助，李贵华已经
走了。晚上，孙具玲躺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哭，黑
暗中看不到一丝亮光。

难题 肾移植手术需要三四十万，家里只借来了4万多元

等待 为了不再给家里增添负担，他决定放弃治疗

希望
社会各界纷纷给予帮

助，并为他寻找肾源
25日上午，河南省直机关代表将

3.8万元捐款送到了孙具玲手上，他们
儿女的入学和在校生活、家庭低保、特
别救助等方面，都已妥善解决。

河南省红十字会还为李贵华特别
设立了专用的捐款账户，并为其寻找
肾源开展器官捐献。

各级领导来慰问，很多不认识的
人纷纷捐款捐物……孙具玲说，自己
生活30多年，第一次接到那么多电话。

采访中，孙具玲问记者，能不能在
报纸上登个感谢信，没上过几天学的
她，想不出华丽的辞藻，她说：“感谢
各级政府对我们家的关心，如果没有
政府就没有我们全家，我们全家感谢
你们。”

而 孩 子 则 说 ：“ 妈 妈 ，你 一 定
要把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的地址
留 下 ，将 来 长 大 了 我 要 亲 自 去 谢
谢他们。”

事实上，李贵华并非见诸媒体
的第一个幸运儿，在 2009 年 2 月，
河北白血病患儿李瑞因家庭贫困
无钱医治，正准备放弃治疗时偶遇
在天津调研的温总理，总理指示将
其送京治疗。其中温总理个人捐
款 1 万元。

作为患大病亟待救助的家庭，远
不止李贵华一家，仅以白血病为例，一
个不完全统计数据是，中国有400万白
血病患者，并以每年3万到4万的速度
增加。鲜有家庭可以承担高昂的治疗
费用，他们有的通过求助媒体、社会，
进行爱心募捐，有的家庭也曾试图向
富翁、明星写信求助，希冀获得帮助，
渡过大病难关。

希望李贵华背后那些患有大病亟
待救助的家庭，都能够看到希望，希望
与李贵华有同样遭遇的人，都能重获
新生。

转折 中央办公厅督察室领导在当地调研时得知此事，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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