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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区计划生育服务站走进社区为老人
们义诊，并为他们开展健康咨询。 图为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在报晓新村社区为老人们提供健康咨询。

见习记者周亚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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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相爱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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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碗瓢勺曲，菜粮瓜果谣，伴
随岁月漫逍遥，潇洒笑弯腰。 理解
心灵美，包容雅量高，相互关爱乐
陶陶，鬓雪路迢迢。”这是潘宗豪老
人写给妻子的词。

10

月
23

日是妻
子费继英

72

岁的生日， 对于眼前
陪着自己走过了

50

多年风风雨雨
的爱人，潘宗豪老人只说了“谢谢”

两个字，费继英老人听后便泪如雨
下……

1959

年， 潘宗豪经人介绍与
正在读高中的息县老乡费继英认

识，两人一见钟情，一年后就在部
队首长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那年
费继英

20

岁。对于费继英来说，生
活的磨难从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夫
妻两人聚少离多的生活对于一位
军嫂来说是家常便饭，一个人照顾
孩子和打理家务几乎是费继英生
活的全部。 但夫妻彼此间相依相
爱，生活再累都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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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60

年代以后那段不
堪回首的岁月，使这种简单的幸福
承受了更多的磨难。潘宗豪经常被

拉出去批斗、教育，后又下放到农
村， 夫妻两人一连几个月见不到
面。 由于受丈夫的牵连，独自带着
3

个孩子的费继英更是承受了巨
大的精神折磨，但是费继英始终坚
信丈夫是清白的，一直等候到丈夫
平反。回忆起那

10

年的艰苦岁月，

费继英老人的眼圈再一次红了，她
哽咽着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他
比我坚强多了，不是因为他我也坚
持不下来。 ”

生活回归正常后，对于同时卸
下沉重精神负担的两个人来说，幸
福的生活才真正到来，因为共同经
历过磨难， 所以幸福显得弥足珍
贵。 然而对于坚强的人来说，磨难
似乎更容易光顾。

1997

年
11

月
15

日是费继英老人一生都不会忘记
的日子，因为在那一天与她相伴快
40

年的老伴儿被医院下了病危通
知书，这对费继英来说可谓晴天霹
雳。 本来以为只是感冒，谁知道竟
然是脑梗塞。 由于儿女都忙着工
作，费继英老人便全天候守在老伴
儿身边，并肩与病魔作战。

3

个月
后，潘宗豪才被医生允许出院。 出
院之后，费继英老人更是无微不至
地照顾老伴儿。

“我中风都
15

年了，她一直照
顾我，陪我锻炼，定期陪我去医院
检查，倒便盆儿，儿女都在外地工
作，这些都是她一个人做，没有她，

也没有现在的我。 ”潘宗豪对记者
说，虽然嘴上没有再说“谢谢”两个
字，但对老伴儿的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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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风雨同舟，不管多大的风
浪都携手走过。 这一刻，我们用相
机镜头记录下的是两位饱经风霜
的老人风雨过后灿烂的微笑，这是
对

50

多年婚姻之旅的最美诠释！

手机看病软件受青睐
与正规就医存在差距，应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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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谭台剑波）

随着智能手机的流行，“用药指
南”、“家庭医生”等对症下药类的
手机软件悄然兴起， 一些年轻人
图省事，很青睐这种软件。平日里
一旦有个头疼脑热， 不用专门去
医院看病， 翻翻手机就知道该吃
什么药了。不过专家提醒，这些应
用软件并不科学， 病人看病还需
接受正规的诊断和治疗。

市民聂立成今年二十出头，

平时很喜欢玩智能手机，玩的时
间长了，他发现在众多的手机软
件里，有一些软件能够起到寻医
问药的作用。 于是，他就在手机
上安装了一个名叫“家庭医生”

的应用程序。 据聂立成介绍，这
个“家庭医生”其实就是一种手机
软件， 类似的还有“用药指南”、

“掌上医生”等，因其功能齐全，诊
断起来方便快捷， 所以在智能手
机的软件平台里拥有较高的人
气。

记者试着用了用这个软件，

发现其功能确实不少，能够查询
药品真伪、解答用药禁忌，还能
提供饮食调理和偏方。只要手机

安装后， 输入症状或疾病名称，

软件很快就能显示出用药信息、

饮食安排等内容。

这种所谓的“手机问诊”软件
到底靠谱吗？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
154

中心医院急诊科陈医生。 陈
医生表示，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
同，即便是症状相似，也有可能是
不同的病因引起的， 用药和治疗
方法也就不同。陈医生告诉记者：

“患者来医院就医，存在着一种诊
断过程，医生通过询问、了解和设
备检查后， 才能准确判断出患者
到底得了什么病， 这是手机软件
不能达到的。 ”

此外，“手机问诊”的更大风
险还在于患者的合法权益得不
到保护，患者到医院看病，医患
双方形成了一种合同上的法律
关系，而患者在软件上搜出来的
处方，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一
旦出现了用药问题或者延误了
病情，患者将难以维权。因此，本
报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人
要慎重选用这些软件进行网络
诊病，一旦生病还是要到诊所或
者医院接受正规治疗。

亲，吃火锅你看“表”了吗？

每样菜烫多久才合适网上流行一份火锅烫菜时间表计时烫煮
专家称吃得安全熟透是原则肉类应煮

10

分钟以上
� � � �

凤爪
15

分钟，鱼头
15

分钟，肥肠
10

分钟以上，鱿鱼
2

分钟，牛百叶
5

分
钟，冬瓜

5

分钟……近日，新浪微博上，

一则“火锅烫菜表”大为流行，引起不少
吃货的兴趣。 记者亲身实验，倒是挑出
不少疑问。

有些菜对“表”煮不太准
前晚， 记者在吉庆街一家火锅店

里，挑选了肉、菜、鱼类等多种菜肴陆续
下进火锅，按照火锅烫菜表的时间捞起
试吃， 并且结合店中多名食客的经验，

结果表明，“火锅烫菜表”上的大部分菜
肴烫煮时间是合适的，但也有不少瑕疵
和见仁见智之处。

鱿鱼
2

分钟捞起来， 还有点生，煮
上三四分钟，恰到好处，还不老；牛百叶
5

分钟，也搞不定，嚼在嘴里还是嘎吱嘎

吱响，咬不烂，得煮上六七分钟；冬瓜煮
上

5

分钟后，已经稀软了，没有嚼头了；

豆干两到三分钟，可以入口了，但是冻
豆腐就得煮五分钟左右了。

不过，对“表”上的时间，食客意见
不一。 有的说，像一些蔬菜，比如黄瓜
条，可以生吃，也可以烫烫就捞起来，还
有香菜，也不用烫一分钟，稍微烫烫就
可以捞起来吃了。

火锅店不太干涉下菜时间
昨日，记者走访徐东销品茂、新华

路等地的火锅店，大多火锅店都没有贴
出烫菜的时间表。 店里，也是客人自己
控制下菜时间，只有部分火锅店服务员
在上菜的时候会提醒。 “鸭血不容易熟，

最好多煮一会儿；虾滑比较清淡，可以
先下……”“吃火锅全凭顾客的口味，我

们有建议， 但不能要求食客都按这个
来。 ”吉庆街渝尚煌火锅店员说。

专家：吃得安全熟透是原则
昨日，市传染病防治中心主任梁建

生说，吃火锅，如果以卫生、安全为原
则，就要熟透。 以不同品种为例，肉类最
好煮

10

分钟以上，直到全熟。 鱼类身上
有寄生虫或微生物， 得煮至少

15

分钟
以上。 至于脑花、血旺这些，则要煮更
久。

蔬菜如香菜、空心菜、白菜这些常见
菜，煮久了的话反而会损害其水溶性维生
素，影响营养，如番茄之类更可直接生吃。

但豆皮、豆干这些菜富含植物蛋白，容易
滋生细菌， 因此要烫上两三分钟才保险。

他强调，许多人吃火锅被贪“烫”，最好在
油碟里凉一凉再吃。 （据《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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