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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武 文/图

猴年来了，也许你会感叹
自己又长了一岁。不过，看看
今天我们介绍的主人公，相信
你也会受到感染，“朝气”马上
就恢复了呢。

近日，微信朋友圈里热传
的一位老太太引人关注，据说
九旬的她爬树丝毫不费劲
儿。随后，根据微信中介绍的
地址，记者来到嵩县田湖镇九
皋山下姜公庙中，见到了这位
老太太。

老太太说自己姓吴，已经
90岁了。她老家在伊川，育有
七个儿子，现在都在伊川工作。
以前她和老伴儿就在九皋山这
一带居住过，自从老伴儿去世
后，她就独自住在这里，习惯了
这里的生活，不想再回去了。

现场也有不少人知道她的
故事，夸赞老人身体好。一看
人多，性格开朗的老人主动要
求爬树给大家看。她来到室
外，只噌噌几下，就爬到一棵樱
桃树的半腰。

“以前柿子和樱桃熟了的
时候，我常常爬树上摘果子
吃。这几年我年龄大了，家里
人怕摔着，不让我上树了。”吴
老太太笑着说。从树上稳稳下
来后，她拍了拍手上的灰，招呼
我们进屋。

屋里放着还没做完的针线
活儿，老人穿针引线的功夫一
样了得。在昏黄的烛光下，记
者的相机还没有完成聚焦，她
手里的针已经引上了线。

老人身体这么好，平时怎
么保养？饮食有啥诀窍？这
些都成了大家询问的焦点。
吴老太太说，也没啥，就常年
住在山上，天天早晚喝稀饭，
中午吃糊涂面，喝的是山泉
水，“旁边的小庙到山顶一共
有九百多级台阶，我没事都会
去走走”。

当地人说，不远处的山泉
水甘冽甜美，“水好，加上经常
活动，老人身体素质好。这一
带七八十岁能上树的老太太，
其实还有不少呢”。

□记者 杜卿 通讯员 路书斋

昨日，在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耳鼻喉科里，4岁的小一（化名）第一次
听到了这个世界的声音。一个多月前
他接受了人工电子耳蜗植入手术，经新
农合报销后，治疗费用降低了很多。

家长希望他像正常孩子一样成长

见到小一，他正在护士站玩着小汽
车。“自从做了人工电子耳蜗植入手术
后，他比以前更活泼了。”小一的养母韩
女士说。

4年前，小一出生后，被检查出先天失
聪。那一年，市民韩女士收养了小一，她一
直没放弃对小一的治疗，先后带他往医院
跑了很多次，医生告诉韩女士，植入人工
电子耳蜗可以让孩子听到声音，但是器材
和手术费用需要20余万元。高昂的费用
让不富裕的韩女士望而却步。随着小一
长大，有人说该让他上特教中心学校，可
韩女士始终想让小一像正常孩子一样学
习、成长。给孩子植入人工耳蜗成了韩女
士最大的心愿。

一项政策，让更多的失聪孩子
受益

去年12月，韩女士上网发现在郑州
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可进行人工电子
耳蜗植入手术。韩女士来到该医院，在耳
鼻喉科见到了该科主任范崇盛。经过全
面检查，范主任在今年1月初成功为小一
实施了手术。

范崇盛介绍，人工电子耳蜗是一种电
子装置，由体外言语处理器将声音转换为
一定编码形式的电信号，通过植入体内的
电极系统直接兴奋听神经，从而恢复、提高
及重建聋人的听觉功能。以前，这种技术
一直被国外垄断，电子耳蜗价格昂贵。这
两年，国内已有多个厂家生产电子耳蜗，从
而降低了生产费用。

去年9 月，国家将人工电子耳蜗植
入手术纳入大病医保范畴，郑州大学附
属洛阳中心医院也成了新农合人工耳
蜗大病救治定点医院。按照报销规
定，符合条件的 14 岁以下患儿实施人
工耳蜗植入手术，可报销 70%，自付费
用在 2 万元左右。“2万元就让小一完成
了人工电子耳蜗的植入，我们省了很多
钱。”韩女士说。

九十岁高龄爬树不耽误事儿 烛光下穿针引线不费劲儿

看了她的身手，你还敢说自己老吗？
还你世界的声音
14岁以下听力残疾孩子可
享新农合大病救治，电子耳
蜗帮他们回到有声世界

走台阶，一会儿就把众人甩在后面

说话间，老人噌
噌几下就爬到一棵树
的半腰

烛光下，穿针引线很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