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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常年离不开药，一天大大小小的药片儿要吃一大把。
父亲年轻时有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咳嗽得厉害。多方求医无果，最后

是家乡的一位老中医，通过刺络、拔罐儿、针灸等疗法，使父亲彻底痊愈。
所以父亲很信任中医，他认为中药温和、安全、药效持久，且副作用小。

父亲住院期间，一般就是我们姊妹几个轮流陪护，但父亲特别希望有
母亲陪在身边。但医院不允许多人陪护，母亲年纪也大，一个人陪护父亲
我们也不放心，所以母亲最多只能隔三差五来探视一两次。

父亲吃不惯医院和街上的饭，我们姊妹几个就尽量抽空给他送饭。从
家里开车到市区，要三十多分钟，送一次饭要在路上搭不少工夫，有时候等
送到医院，饭都凉了。

同病区有几个老人在九都路附近住。他们每天上午到医院就诊、输
液，到晚上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再来医院。父亲看到就特别羡慕，
他对我说：“哎，咱要是在中医院这附近住该多好呀！”

他的这句话成了孩子们的一块儿心病。我们曾无数次地想象，如果伊
滨区能有一所中医院，那该多好啊！期盼着，等待着，2023年 7月 1日，伊
滨首家三甲医院开诊，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伊滨院区揭牌！
9月28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伊滨院区全面开诊，洛阳
市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医院同步揭牌成立！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父亲终于能在家门口住院看病了！在伊滨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

服务了！
住院的时候，除了我们姊妹几个轮流陪护父亲，因为离家近，母亲时不

时还能到医院陪陪他，和他说说话，或者给他及时地送来换洗的衣服，做他
爱吃的可口的饭菜。每次住院，父亲都感觉像在家里一样，开开心心地配
合医生治疗，和病友们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去年年底，父亲因为头疼、胸闷，吃不下饭，又到伊滨中医院住院。
因为病痛，父亲精神很差，情绪也很不稳定，有时还会无端地发脾气。

每天查房的时候，主治大夫总是坐在父亲的床边，耐心倾听父亲的焦虑和
不安，详细询问父亲的病痛，细心解答父亲的疑惑……大夫亲切地称父亲
为“老爷子”。有时候对父亲尊敬有加，有时候又像哄小孩子一样逗父亲开
心。他的话语如春风化雨，带给父亲积极的能量。

记得有一次，父亲因为连喝了几天中药有点反胃，想把中药停了。大
夫知道后，拉着父亲的手，语重心长地劝慰父亲说：“只要您积极配合治疗，
我保证让您吃得下，睡得着，年前出院，回家好好过年！”他还夸父亲是老寿
星，心态好、身体底子好。这些承诺和心理暗示，无疑给了父亲心灵上的安
慰和精神上的支持。

护士们对父亲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特别关照。他们称父亲为“爷
爷”，这称呼好亲切呀！父亲的手比较胖，年龄大了，上面的血管儿不好
找。每次输液的时候，扎针的护士都很为难。有时候扎一次针要耗费一二
十分钟。但小姑娘们都很有耐心，她们让父亲把拳头握紧，轻轻拍打父亲
的手背，不断地去尝试，没有一点不耐烦。看着她们微笑的脸庞，听着她们
轻柔的话语，我觉得，她们真的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医者，仁心；医者，大德。在父亲住院的十多天，我总有种错觉：感觉医
生、护士是我们的亲人。他们那么亲切，与我们那么亲近。在陪护父亲的
日子里，我们感受到最多的是温暖、关爱和感动。我们不是他们的亲人，但
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的亲人。

说实话，谁都不想去医院，但在医院里有这么一群贴心、友好、可爱的
人，我们是不是也不那么排斥了呢？

医疗救助这项民生工程，关乎着千家万户，关乎着百姓的生活、健康与
生命。在伊滨，我相信这样的民生工程将会越建越多，越建越好，伊滨人民
将会过上更加幸福健康的生活！

从上次出院到现在，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大夫时不时会电话联系，询
问父亲的身体状况。几天前，大夫发来微信：老爷子现在怎么样？有没有
不舒服？建议来医院复查一下，调调药。看到信息，我的泪有点儿绷不住
了。这些可爱的人！他们真是把病人放在了心上，比我们自己家人还用
心。

今年年底，父亲将迎来他的97岁生日。上周，我和姐姐带父亲去医院
检查。父亲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比较正常。大夫为他调换了几种药。大夫
说：“老爷子这身体，活个100岁不成问题。”听到这话，父亲笑了，我们也笑
了。

有一首歌唱得好：“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 500
年。”我们也想向天再借 500年，因为，我们生活在伊滨这块儿热土上，这
儿，有这么一群可爱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我们怎能不如
此留恋呢？

在伊滨，我们被爱着！那就让我们也学着去付出爱吧！让爱传递、弘
扬，让伊滨的每一个家庭，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爱中浸润，在爱中成长！

父亲和中医院的故事
□ 张洪敏

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而城市特色和
内涵更是一个城市魅力的关键。作为伊滨人，他们的幸福感
何来？伊滨这座城市的魅力从何展现呢？

城市更新：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中央公园由南向北依次点缀奥体中心、科慧广场、会展中
心、文化艺术中心，这些地标性建筑，支撑起了伊滨山水相连、
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格局。中央公园水系绿意盎然、树影映
塘，夜晚唯美的灯光，加上点点星光的帐篷，成为了近郊居民
休闲娱乐的最佳去处……走进伊滨，人们无不感叹伊滨的变
化之大，感慨作为伊滨人的幸福。

漫步伊滨的街头，人们会为宽敞整洁的街路而感到豁然开
朗，也会为在新建的公园、游园里与春天撞个满怀而欣喜，无论
是出行还是小憩，都能感受到伊滨不断更新带来的小幸福。

幸福提质：让百姓生活更便捷

窥一隅而见全貌，城市提质为伊滨区铺开了一张有温度
的民生考卷。

人们常说医院是一座城市的眼睛，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太
多的历史与文明，也见证了太多太多的生命与希望。两所三

甲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伊滨院区全面
开诊，西交大二附院洛阳医院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当中。

“以前给孩子看个病，经常要跨区就诊，要跑 20 公里，一
路上揪心难受。现在好了，家门口就是医院，看病再也不用跑
远路啦。”家住兴隆嘉苑的王金花说。

产业升级：我在伊滨等您

创城，是城市建设者与受益者的“双向奔赴”。既有看得
见的“硬”环境改善，也有看不见的“软”环境提升。而产业
发展就是一个城市走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
基石。

2022年，伊滨区引进了宁德时代洛阳基地项目，将全力打
造全国具有竞争力的新能源电池基地。中信重工、中航洛阳
光电产业园、洛玻创新中心、轴研所伊滨科技产业园、洛阳智
能家居产业园……一大批企业在伊滨集聚发展。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民生短板不断补齐，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生活品质和城市颜值不断提升，宜居、绿色、韧性、智慧、人
文城市在伊滨已然成形。

未来的伊滨也必将乘势而起，扶摇直上，散发出更加璀璨
的光芒！

我在伊滨等您
□ 谢文博

小区旁新建了一条步行街，名曰“诸葛里”。
本已与爱妻约定晚饭后同去漫步，她因处理琐事，让我先去。
那天傍晚，风吹斜阳，雨落黄昏。
突如其来的小雨，非但没有阻止游客闲逸的脚步，反而因

此让“诸葛里”在往日的喧嚣里，多了一抹独特情调。
雨雾为“诸葛里”披上一层神秘的纱衣，把树梢上挂得花灯也

变得朦朦胧胧。几位穿着汉服的小姑娘，执着油纸伞穿过花灯与
树影，有说有笑，消失在雨雾里，让人仿佛迷失在朝代的记忆里。

我想，或许在遥远的过去，这里也曾经有一个“诸葛里”吧。
它应该存在于盛唐，那个万国来朝，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朝

代，被无数伟大诗人用一篇篇壮丽波澜、锦绣多彩的诗文所筑
造的盛世里。

那时，神都洛阳承载着那个伟大盛世的所有繁华，万家灯
火照亮神都每一个不夜天。“诸葛里”一定也像今日繁华，让无
数游客慕名而来。

它会和今日一样歌舞升平、买卖兴隆，操着各种口音的各
国商人与游客，或驻足，或漫步，或抬头遥望八百里伏牛山的连
绵，或回首惊叹数百里伊洛河的蜿蜒。

如果可能，或许李白也曾悄然行经于此。但愿那一世，我
是他膝边的书童，又或是街边酒肆的小伙计，有幸陪着那位伟
大诗人漫步“诸葛里”，听着他“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同他
一起听着雨中笛声，为他研墨，任他挥毫写下“谁家玉笛暗飞
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又或者，在曾经战乱的年代，也曾有一个“诸葛里”。
那时，敌寇的战火侵袭着洛阳城，年轻的战士奉命驻守“诸

葛里”，面对着敌寇炮火，永不畏惧，毫不退缩，和那个艰苦年代
的无数先烈们一样，为了崇高而又伟大的理想，奉献着自己的
青春甚至生命。

在炮火间隙，他一定也会想起远方的未婚妻，想起离开家

乡、保卫祖国时，她不停念叨的“等你回来，我便嫁你”。他一定
也会在钢铁般的意志里，为她留着最纯真、最真挚的爱意。

可，他把自己的爱，献给了祖国，抛洒在了“诸葛里”，把自
己永远留在了这里。

那时的“诸葛里”，已满目疮痍，却坚持陪着年轻的战士一
起战斗到底。

“我亲爱的战士，你守护了你的爱妻、你的祖国，而我守护
着你。”

“我把‘诸葛里’的最后一丝柔情给你，但愿你能在她的思
念里，如期而归，你是她的英雄，也是我的呵护。”

又或者，在十几年前，我风华正茂的年纪里，也曾在这里存
在过“诸葛里”。

那时的我，一定会和昔日的恋人漫步在这里。
月光下，我不语，她亦不语。
任由夜风把彼此的心声吹进对方心里。
那一刻，“诸葛里”所有的花灯都会因她一低头的温婉而变

得娇羞。那一刻，一定也会深深地刻在我心里。
我想，“诸葛里”会见证我与她许下的海誓山盟，也会见证

我与她的那次别离，唯独留下我与她的一声声低语。
就如同，盛唐时客居神都的李白用一句“何人不起故园

情”，悄然穿行于“诸葛里”；又如同，那位不知名的年轻战士，思
念着远方的爱人，倒在胜利的曙光里。

小小的“诸葛里”就如同这十三朝洛阳城的缩影，承载着岁
月与时代无数的记忆，任多少帝王将相的王朝旧梦，最终都将
被淹没在北邙无数个春秋里。“诸葛里”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
来也将如此，也注定将会和今日的繁华盛世，一起被留在岁月
长河的诗篇里。

这时，爱妻打来电话，问：“你在哪儿呢？”
“我在‘诸葛里’，等风，也等你。”

梦起“诸葛里”
□ 王萍萍

二十年前，老家是偃师市大口乡宁村的我，嫁给了老家是
偃师市李村乡毛村的孩子他爸。后来，李村划归伊滨区，我现
在说自己是伊滨媳妇，应该没有错吧？

提起二十年前，提起毛村，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很美丽。如
果提起第一次登男方家门，就更让我心塞了。心塞来源于我的
同事们，来源于她们的心直口快。“第一次去他家，他爸妈给你
了多少钱？”“一分没给。咋了？”“没给？没多有少。不给就是
不愿意啊！”“不愿意？不愿意他们还多次托媒人说要和我再见
见，还多次邀请我去他家……”同事们不吭声了。

过后，我的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不是看在当时孩子他爸对
我特别好的份上，如果不是看在他爸妈对我很是热情的份上，
如果不是我妈开导我“可能条件不好吧，不要计较这，只要这孩
子对你好都中了”的份上，我的心里还会有个小疙瘩。

后来，事实证明，我妈猜对了。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毛
村时的情景。通往村子的路泥泞不堪，他爸骑着摩托车来接我
们，结果车轱辘陷在泥窝子里打滑出不来，弄得我浑身泥。到
村里给我的第一感觉——这村好穷啊！窄窄的土路，矮矮的房
……我们村里有的，这个村都没有。虽说我们村子也不算富
裕，好歹我上初中时，村里已经修了柏油马路、装了路灯、家家
挖了沼气池……后来，村头又建了文化广场、装了健身器材、家
家用上了冲水马桶……可十几年后的毛村，竟然还一样没有。

两年后，我弟媳妇第一次来我家，再次证实了李村和我们那
儿的区别。弟媳妇第一次登门，我妈给了她600块见面礼。当
时，我已经和孩子爸结婚了。一次，和公公闲聊时，说起我妈给
我弟媳妇见面礼的事，我索性问出了两年前的郁闷。公公说：

“孬以前谈了俩，头一次来家时，我给她们了100块。后来，都不
中了。当时，就没给你，怕再不中。”我听后，惊呆了！100块见面
礼！还又怕我也不中！再浪费100块！不过，心结打开了，说明
公公家当时条件确实不好。同时，也为公公的坦诚直爽所感动。

嫁到李村，条件虽然不是很好。但那里的人却热情实在。
每次回毛村，同村的大姨，也就是孩子爸的亲大姨都会嘘寒问
暖，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那亲热劲儿，好似母女。她家里有什
么好东西，也会倾其所有拿出来招待我。邻里街坊也很友好，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会先和我打招呼：“大孬媳妇回来了？这回
回来在家多住两天……”让我感到很是温暖。此后回毛村，我
不再抗拒。路，也不再遥远。

2006 年，我们有了女儿。逢年过节，会带着孩子回李村。
那时，李村的路是路，房是房，天空是天空，树木是树木……和
去过的其它地方一样，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从何时起，李
村在悄悄改变着模样。道路宽了，建筑靓了，绿
化好了，树木绿了，空气更清新了……每次再回
李村，在路上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最近几年，再看李村，再看伊滨，路已不再
是路，桥已不再是桥，建筑物已不再是建筑物，

花草已不再是花草……映入眼帘的这些，看到的已不再是他们本
身，而是一幅画！一幅风景秀丽、大气壮阔、蒸蒸日上的城镇图。

那天，无意间在朋友圈看到几张图片。一下子被吸引。图
片上山清水秀、绿树成林，彩色宽阔的马路两旁是两排碧绿高
大的树，再看图片的远方，大气时尚的建筑物给人一种特别高
级的感觉。另一张图是一池碧水的秀美公园，草木郁郁葱葱，
栈道典雅唯美，让人一看，就想立马置身其中。还有一幅立交
桥的图片，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大气磅礴，什么叫四通八达，什
么叫日新月异。最为养眼的是一栋栋高楼旁边的绿化图，简直
可称为绿洲，在一片碧绿里蜿蜒着一条条红色蓝色的小道，给
人一种想和相爱的人手拉手在里面散步的冲动。还有一幅长
图，真的震撼了我！看着图片里的文字标注，才知：这是古城快
速路、开拓桥、洛阳师范学院、中央公园、洛阳市文化艺术中心、
科技大厦、伊河大桥、万安山、洛阳市奥林匹克中心、伊水游园
……看后，震撼！壮美！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都不足以形容那
一刻的感受。再细看，所有图片上都有四个字：你好！伊滨。
原来，这些美景是伊滨区！原来，昔日那个普通的“路人”已经
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无论远观、近赏，她都能迷惑了
你的双眼、陶醉了你的心……

伊滨变了！李村变了！毛村变了！公公也变了！我的儿
子还不会走路时，公公就自掏腰包，花了几百元给儿子买了一
辆遥控小汽车。换我，都不舍得。但公公舍得。公公说：“现在
不比以前，现在村附近有很多工厂、公司，随便找个活一月都好
几千。以前光靠种地啊！”

公公说的是实话，近些年，伊滨区旧房换新颜、厂房拔地而
起。很多社区建设精美，搞起了旅游，村民们都增加了收人。
在外打工的不少年轻人，都被吸引了回来，说是要回家创业。
就连之前好似大山深处的穷毛村，也拆迁变高楼，家家户户都
有了安置房，成了城里人。

公公还说：“那次到一个刚建好的学校拾废品，拾了好几三
轮车，卖了几百块……嘿嘿嘿，只要想挣钱，遍地都是……这几
年变化真大！”

可不是，那天带儿子回老家。在路上遇到一片蔬菜基地，
有大棚、有露天。儿子看着绿油油的茄子，非常想体验一下亲
手采摘的快乐。幸好主人在场，于是，停车，进菜地。和主人说
明来意后，主人很是热情，还给了儿子一把剪刀，并亲自教儿子
如何采摘。闲聊时，谈到种植蔬菜的收人，主人哈哈大笑，从她
的笑容中，能看出她非常满意。

儿子摘了五个硕大鲜嫩的茄子，给钱，女主人推着不要。
孩子爸硬给了一张20元纸币。女主人见状，急忙从菜筐里又抱
出四个茄子塞到孩子爸怀里，双方僵持不下，我们只好收下。
看，这就是伊滨人！朴实厚道的让人无法拒绝的伊滨人。

到了李村，见到公公，聊起我那还没有找到对象的表妹时，
我说：“爸，咱伊滨区怪美，你看有没有合适的小伙子？给真真
介绍介绍呗！”公公立马回答：“中！我等会儿都去打听。”

伊滨媳妇看伊滨
□ 宁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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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柏油路修成了，宽畅笔直，黑黝黝的路面上镶嵌着白色的行
道线，平整美丽；路两边蓝砖砌成的道牙，古朴典雅。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脸
上乐开了花。

家门口原来也有路，只不过是条土路，狭窄弯曲，仅容一辆架子车通
过；坑洼不平，硕大的“沤麻坑”就在路边；七扭八拐，“拐把路”不虚此名。

我也曾好奇地问老街坊：“为啥咱们这条街的路这么弯？”老街坊答道：
“咱们这条街是旧社会生成的，都是在自家地里建的房，没人规划，怎么方
便路就怎么走，所以就成这样了。”

从前清到民国又到新社会，一辈又一辈，泥泞了一代又一代，直到上世
纪八十年代一场大水打破了这里的平静。

1982年伊河遭遇特大洪水，咆哮的伊河水撕开了脆弱的河堤，村子一
下成了沼泽地，外逃的村民被泥泞的村道弄得精疲力竭，曾有顺口溜“一进
石罢村，就得沿墙跟，一不小心，掉进泥坑”。

转眼间到了九十年代，村道经过十多年的服役已经破烂不堪，阴雨天
得穿上胶鞋才能上街，低洼路段积水快没膝盖，为此有人专门托人从煤矿
买来专用深筒胶鞋备用。

1995 年恰逢村里窗纱厂效益好，村里出水泥款，村民出石子款和工
钱，一条3.5米宽的水泥路终于连上了村里的干道，让饱受泥泞之苦的乡邻
们长舒了一口气。

如今，社区党支部再次把修路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努力，把街道取
直，让“拐把路”成为历史。同时，还在原有路基两侧加设雨水和污水管道，
让街道再次变宽，使原本能并排走两辆手扶拖拉机的路变成能并排走两辆
小汽车。

人来车往，奔小康的路更宽畅；通达笔直，街坊邻居们眼光也能看得远了。

家门口的路
□ 姬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