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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起都市花园位于市中心的凤起路新华路的东南
角，小区有10幢楼，靠着凤起路的8幢楼是商品房，挨
着新华路的13、15两幢是回迁房。

小区的中心花园有大片的绿地、水池，配套完善。
问起 15 幢怎么走，几位居民说，15 幢和 13 幢属于一
期，虽然也叫凤起都市花园，但其实是两幢回迁房，各
种配套远远比不上这里，居民大多也是中老年人。

来到 15幢×单元 9楼，狭长的楼道里有好几户住
户，中间套的户型有些特殊，南面是阳台，北侧和西侧
的窗户则开在楼道里，在家中晕倒的独居老人胡大伯，
住的就是这种户型。

隔壁邻居出门，透窗看到倒在客厅的老人
救援行动火速展开⋯⋯

我在楼道里来回走了两圈，这时 903室的房门打
开了，开门的是76岁徐大妈。

“怎么还没回来，应该不会有事吧？”徐大妈走到正
对房门的胡大伯家门口，把脸靠在开在楼道里的一扇
窗户前。

那是胡大伯家客厅的窗户，门窗紧闭，往里望去，
客厅里摆着一些简单的家具，靠近房门地砖的地面还
有一摊水迹。

徐大妈说，对门邻居胡大伯今年 74岁，听说心脏
不太好，还有高血压，前几年和姐姐姐夫住在对面，后
来姐夫去世后，他就一个人住了，自己进进出出总会多
看几眼。

早上6点多，徐大妈的儿子陈先生出门上班，开门
时隐约看到对面有个人躺在客厅地面上，凑到窗前，正
是胡大伯！当时他侧着身倒在地上，双手颤抖，表情痛
苦，想动却起不了身⋯⋯

徐大妈说，儿子试着拍着窗户叫醒胡大伯，可老人
倒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他们只好下楼找小区保安求
助。

虽然当时才早上 6点多，但楼里好多老年人都有
早锻炼的习惯，大家听到动静，都赶了过来。

保安和邻居们报了警，110和 120很快赶到，但是
胡大伯家的防盗门上了锁，门窗也安装了防盗窗，技术
开锁和暴力开窗需要时间，也会破坏家里的设施，只有
阳台窗户没关也没有装防盗窗，只能求助119。

随后赶到的消防员，从10楼阳台进行索降，翻入9
楼胡大伯家，打开了房门。

我去我去！
隔壁单元陈大姐
回家取了1000多元冲上救护车

房门打开后，120医生最先跑进去，发现倒在地上
的胡大伯意识模糊，一摸胳膊，烫烫的。测量体温，胡
大伯已经高烧39.8℃，医生把他抬上担架，准备送上救
护车。

楼里的居民告诉我，120医生把胡大伯抬下楼时
一直在问，谁是他的家属，需要一块去医院。然而胡大
伯是独居老人，亲戚们赶来也要时间，这时，隔壁单元
的陈大姐提着两瓶牛奶跑了过来，“我去我去!”。

昨天，我在浙大一院见到了这位陈大姐。
陈大姐比胡大伯小 5岁，“我们几十年前，是一个

墙门的老邻居！”陈大姐说，早上她下楼拿牛奶，看到警
车救护车就凑了过去，一看担架抬下来的是 9楼的胡
大伯，又听到医生说要人陪，让医生等她 1分钟，转身
跑回家，在家里取了 1000多块钱一起坐上了救护车，
临走时还叮嘱丈夫，一定要看着手机，如果她打电话过
来，说明医药费不够，要他马上去银行取了送过去。

陈大姐说，几十年前，她和胡大伯都住在威乙巷的
老墙门里，那时候住的都是平房，邻居每天都能互相见
到，后来老墙门拆迁，大家都分散到了各个角落，有些
邻居虽然拆迁到同一个小区，可都是独门独户的公寓
楼，平时见到的机会也不多。

救护车上，听说胡大伯在家里晕倒的情况，陈大姐
感到吃惊，“老胡一直是一个人，身体是不太好，但这样
子（突然晕倒）是怎么也想不到的！”

到了浙大一院，胡大伯被推入急诊室，陈大姐排队
挂了号，先垫付了1200多元医药费。

清早上班出门，透窗看到对门独居大伯倒在客厅！
热心邻居有的报警有的取钱，争分夺秒合力救命

邻里走得勤 万事好照应 虽在公寓楼 胜似墙门里

昨天8:13，朱先生来电：今天早上6点多，凤起都市花园15幢有个独居的老人在家晕倒了，幸好当时他家的窗户没有关，对面的邻居透过窗户发现大伯晕
倒，马上叫人，很多住户都赶了过去，但门打不开，最后110、119和120都来了，消防员从窗户里爬了进去把门打开。

徐大妈的儿子

，昨天清早就是从这扇窗发现倒地的胡大伯的

。

看病少不了这东西！
同单元的马大伯蹬着自行车送病历本

陈大姐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早上邻居们都帮了忙，特别是有一位马
大伯，蹬着自行车给胡大伯送来病历本，在医院忙上忙下，连早饭都没吃。

马大伯和胡大伯住在同一单元，是楼道的党支部书记，胡大伯则是楼道的党支
部委员。

马大伯说，早上听到动静后，他下楼去了解情况，这时胡大伯刚刚被送走，他和民
警在胡大伯家里寻找家属的联系方式，在房间里看到了胡大伯的病历本和医保卡，

“看病少不了这东西！”马大伯说，于是他蹬着自行车就把病历本送了过去。
昨天在医院急诊室，我见到了身体还很虚弱的胡大伯，他裹着毯子，身体颤抖，

马大伯和陈大姐始终陪在胡大伯身旁，帮他挂号、拿药、换毛巾，就像照顾自己家人
一样。

大伯的侄女、侄女婿和妹妹、妹夫陆续赶到医院时，胡大伯的情况也逐渐好转，
体温慢慢降了下来。

“谢谢，谢谢！”躺在病床上的胡大伯，眼角含泪，声音微弱，轻声告诉大家，自己
早上起床去卫生间洗脸，突然感到头有点晕，刚好瓷砖上有点水，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滑倒在地上，动也不能动。瓷砖很凉，他越躺越冷，越没力气。

医生说，大伯本来就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都是一些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
病，平时一个人住，吃药吃饭也不太规律，很可能是没按时吃降血压的药导致晕厥。

胡大伯的妹妹一把抓起陈大姐的手，“多亏了你们这些邻居，远亲不如近邻！”
胡大伯的家人说，大伯一直没成家，没有子女，以前跟着姐姐姐夫住一起，后来

姐夫离世，胡大伯就开始了独居生活。
一般来说，除了逢年过节外，亲戚之间也不常走动，不过胡大伯比较新潮，每周

都会用电脑和家人用视频聊天。
“星期二这天视频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晕了一次，这已经是两天里第二次晕倒

了！”胡大伯的妹夫说，接下去，家里人肯定会多注意胡大伯的身体情况，但毕竟不
可能时时刻刻都看着他，有时候还是要依靠邻居们帮忙。

虽在公寓楼，胜似墙门里
让邻里之间的“敲门行动”多多益善

昨天我在胡大伯所在凤起都市花园15幢走了走，发现这里住着的老年人的确
不少。

胡大伯对门的徐大妈说，他们平常会经常注意一下大伯，但毕竟都是独门独户
的公寓楼，不可能总是敲开门去看。

邻居陈大姐也说，老底子都住在墙门院子里，邻居之间互相有个照应，关系都
很好，谁家今天烧了什么菜，孩子考试怎么样，邻居们都一清二楚，但现在住的都是
一门关起的公寓楼，邻居之间的交流变少了，特别是独居空巢老人，他们应该得到
老底子墙门里邻居一样的照应和帮助。

陈大姐、马大伯、徐大妈等都表示，经历这件事以后，他们会更经常地去看看胡
大伯，多关心关心他。对别的街坊邻居也要如此，互相之间多多串门走动，互通信
息。

的确，只要培养起邻里间多交流多走动的好习惯，虽在公寓楼，胜似墙门里。在
杭州，很多邻居间每天都有这样的暖心故事。去年快报就曾报道过，在余杭区星桥街
道星都社区，70多岁的戚金仙阿姨，每天送饭送水细心照顾百岁的独居邻居孙杏仙20
多年，令人感动。昨天胡大伯遇到的事情，也是“远亲不如近邻”的又一次生动例证。

今年1月借寒潮来临的时机，快报也曾联合杭州市民政局、市老龄工办，共同发
起“2016温暖敲门行动”，发动广大邻居和社区志愿者多多关注身边的空巢独居老
人，经常上门嘘寒问暖，为老人带去更多的关爱和陪伴。

让这样的“敲门行动”多多益善，一直持续下去。

记者 蒋大伟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