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6月28日 星期五 统筹 李枚 编辑 杨宜锦 校对 王阳 版式 王姿

S03管城生活

郑州晚报市民记者群：167603258

小时患上脑瘫，不能说话不能走路

老人李西俊十余年从未下楼
用绳子买菜 邻居社区的帮助从未间断

在南关街社区，每天李西俊老人
都会把钱放在袋子里，用一根绳子拴
住，站在自家的窗口处松动绳子垂至
楼下。楼下卖菜商贩熟练地从袋子
里取出钱，挑一些时令菜装好，用绳
子系上，菜就被吃力地吊到了二楼。
这是李西俊的买菜方式，没有任何语
言、彼此心照不宣——李西俊老人通
过这种方式买菜已经十几年，而这十
多年她也从没有出过家门，遇到
事情社区工作人员总会及时
赶到她家里帮她解决。

郑州晚报记者 杨宜锦
实习生 刘晶/文图

6 月 24
日下午，南关
街社区工作

人员带领记者来
到李西俊家时，
她正靠着墙壁看
电视。现已 55岁

的李西俊已头发花
白，见我们到来她艰难地
站起来，说不出话，却满

是笑容。
李西俊的胳膊和腿都十分

细小，看上去很弱。她穿着红
色的秋衣，脸色更显苍白。当
社区工作人员感到热、用手扇

风时，李西俊执意要打开风扇，
但被我们拒绝了。因为一受
凉，她的胳膊和腿就会痛。

李西俊在1岁的时候，因为
一次发烧，得了脑瘫，被医生定
义为言语一级残、肢体一级
残。她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却
仍怀抱着希望生活。1996 年，
婚后的她搬到南关街社区，住
在母亲的房子里，丈夫平时卖
些水果挣钱，日子还过得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儿子
仅4岁时，丈夫患病去世。家里
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身患残疾
的她和幼小的孩子。家里没有

了任何收入，靠着每月960元低
保，给孩子缴学费、缴水电费、
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母子俩
相依为命，已度过了十多年。

由于不能说话、行动不便，
生活不能自理，李西俊平时只
能在家中呆着，曾连续十多年
没有出过家门。她仅靠着一根
绳子与外界交流，让这个世界
没有遗忘她。

去年，南关街社区工作人
员曾让她坐在轮椅上，把她送
下了楼。但是因为坐久了身体
会痛，李西俊并不喜欢，从此也
就没再出去过。

记者在李西俊家里看到，
地上堆着满满地东西，有旧衣
物、棉线、布条等一些零碎的东
西，有用的却没几样。桌子上
放着剩下的水煮面条，社区工
作人员黄可说：“平时孩子在学
校，她行动不便、没人照料，也
不怎么炒菜，有时候我们给她
送点吃的。”

屋里最显眼的要数墙上
挂的几张照片。照片上是李
西俊儿子小时候的照片，他
今 年 已 19 岁 ，在 郑 州 上 大
学 。“ 她 儿 子 很 懂 事 、很 乐
观 ，每 星 期 都 回 来 照 顾 妈
妈”。社区工作人员黄可告
诉记者：“现在李西俊和她
儿子靠低保和助学金生活，

如果有什么政策补助，社区
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
母子俩。”

记者与社区工作人员交流
时李西俊老人听得很仔细，不
时地比划着。她通过比划告诉
记者，她期盼着儿子大学毕业
后，能够找到工作，挣了钱日子
就能好过一些。

在记者向工作人员了解
李西俊的情况时，在李西俊
的脸上没有看到愁苦，更多
的表情是笑容。

在南关街生活了十多
年，附近的居民知道李西俊
的生活贫苦，都尽力给予帮
助。用绳子买菜时，商贩
们只是象征性的收些钱。
社区的工作人员定期来看
望李西俊，帮她打扫卫生、
清洗衣物。虽然工作人员
调换了很多次，但对李西俊
的帮助一直没有间断，像

“接力棒”一样传递着。过
年的时候，民政局的沙老师
给李西俊的儿子送来了棉
衣；端午节，社区人员给她
送来粽子……

“她家要有事儿，我半夜
也起来给他们修，她家是我
们社区的特困户啊！”负责社
区水电工作的王先生感慨地
说。也许正是这些微小的帮
助和爱，让李西俊的生活多
了一些甜美的滋味。

身患残疾 十余年未下楼

儿子在上大学 仅靠低保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