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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岁的陶阿姨，年轻时就患有静
脉曲张，4 年前腿开始肿痛，去年肿痛
得厉害，小腿一按一个坑，皮肤还发
红变暗，走路走不远，就痛得走不动，
在医院挂水吃药 14 天，但没见一点好
转，而且脚踝处出现了溃烂。一直看
病、换药，但不见好转。

眼看着疮口越来越大，这让她慌
得不行。后来经人介绍，她找到了无
锡易可中医院“奚氏脉管中心”朱成
河主任。朱主任素有“无锡金手指”
之称，视触叩听闻，经过一番诊断后

他发现，陶阿姨除了静脉曲张，还合
并有静脉炎、淤积性皮炎、溃疡，属于
静脉曲张混合病症，关键要“修”血
管。

朱成河主任医师为“奚氏清法”
第三代传人。他介绍，“奚氏清法”由
无锡籍海派名医奚九一教授创建，在
治疗静脉曲张炎变综合征（肿痛痒黑
烂）及术后复发、老烂脚等独具特色，
尤其“用腿吃药”既注重解决疮口愈
合，也解决血管问题，达到标本兼治
的目的。

静脉曲张腿肿、痛、黑、溃破
输液吃药2周无效

奚氏脉管中心提醒：要“修”血管

“书稿样本出来后，校对很麻
烦。当时我一点点地校对了好几
遍。”今年73岁的孙先生说起多年
前出过一本12万字的回忆录依然
记忆犹新。

孙先生退休后在女儿的帮助
下，印刷了一本诗歌散文集，“希望
能抓紧时间写点东西，留下些纪
念。”孙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他整理
文稿、校对样本耗费了不少力
气。“我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地
阅稿，删改、涂抹……忙碌了半个
多月。”孙先生说，老年人“出书”，
确实挺难。

青岛市市南区的王先生，年轻
时就有一个“文学梦”，退休后，他
洋洋洒洒地写了 10万字的回忆
录，准备印刷时却遇到了难题。“我
去出版社打听了，印刷10万字的
书，最起码要5.5万元！ ”因为价
格超出了自己的预期，王先生便回
平度老家打听“出书”行情。“只要
3.8万元就可以。”几经周折，王先
生那本10万余字的回忆录，在儿
子的资助下得以成书。

青岛平度市58岁的徐先生，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学爱好者，他
也有一个“出书梦”。“等正式退休
后，我想跟孩子商量一下，把发表
过的文学作品收集起来，出一本散
文随笔集。”不过，这只是他的一个
想法。徐先生告诉记者，自费“出
书”，对于像他这样的普通家庭来
说，经济压力不小。“老百姓挣钱不
容易，我们攒的钱，儿子买房基本
花得差不多了。如果花几万元出
本书，确实有点舍不得。 ”

记者走访了几家书社，询问得
知，印刷100本 10万字以内的个
人回忆录或作品集，费用一般为5
万元；印刷100本20到30万字的
书籍，费用为6万元；之后，每累加
10万字，费用增加1500元。而正
式出版发行的书号申请、管理费更
是不菲。据了解，也有老人为了圆
梦，找出版社签署合同申报书号，
正式发行自己的书籍。“销量不高，
但老人很有满足感。”一位书社负
责人说。

不过，对于大多数有“出书”愿
望，但退休金不高的老人来说，只
能望而却步。有的老年人为了自

费“出书”，不惜节衣缩食，拼命省
钱，甚而撑着病体去打工，可敬又
可怜。

“如果能有公益机构或者企业
赞助，帮老人承担一部分费用，那
就太好了。”今年79岁的马女士说
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希望大家都
能献出一点爱，圆老年人‘出书’
梦。” （老年生活报）

老人带孩子乘坐轻轨出行，在
通过闸机入站时被伸缩门夹伤，责
任应由谁承担？近日，重庆市江北
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一起涉及轨道
交通经营者、管理者责任的纠纷，依
法判决轨道交通公司保障不力担责
70%，乘客担责30%，轨道交通公司
赔偿乘客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等
各项损失共计2.9万余元。

2020年11月5日，陈某带着外
孙在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路观音桥
站乘坐轻轨列车，在入站时刷完公
交卡后，符合免票儿童规定的外孙
先通过闸机，陈某欲随后通过，但被
闸机夹住并摔倒在地。工作人员随
即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陈某被送
至医院住院治疗。双方无法就赔偿
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陈某遂将轨道
交通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共场所的
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即使设置相应的闸机关闭规
则，也应当以不危及乘客的人身安
全为前提，且应当尽到相当程度的
安全提醒义务并配备相应的设备。
轨道交通公司设置的闸机未充分考
虑到老年乘客行动较为缓慢等因
素，亦未对乘客携带免票儿童如何
安全进站进行合理的安排和管理，
导致陈某在过闸时受伤。

法院还认为，陈某作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闸机伸缩
门扇开合的工作原理，其在通过闸
机时未仔细观察，亦未加快速度拉
近与免票儿童之间的距离，未尽到
必要的观察和注意义务，故对其自
身的损伤存在过失，也应当承担一
定的责任。 （人民法院报）

有的自费印刷，有的申请书号

老年人掀起“出书”热
近来，一股自费“出书”热在老年人中悄然兴起——自掏腰包印

刷个人文集。“出书”的老年人，有的是离退休老干部，有的是老知识
分子，也有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热爱生活，痴迷
文化。他们不为出名不为求利，只为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为自
己的人生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为子孙后代留一份精神财富。

“拿到这本厚重的书，我觉得
特别欣慰。”山东临沂退休教师姜
洪德2021年出了一本名为《洪德
文存》的书，此书收录了姜洪德近
年来发表过的文章习作和他的人
生历程，“这不仅仅是一本记录往
事的书，也是我送给自己的90岁
生日贺礼。”姜洪德说。

1933年，姜洪德出生于江苏
沭阳县，6岁时他就当上了“小八
路”，9岁时就在《淮海报》上发表文

章，大学一年级时，便出版了人生
第一本小说《女拖拉机手》。姜洪
德说，自退休后，他萌生了“出书”
的念头，如果可以，希望能在九十
大寿时出一本回忆录，记录自己跌
宕起伏的人生。有了这个想法，姜
洪德便开始不断积累素材。

“女儿对我‘出书’的事比较支
持，但我自己有退休金，完全能够
支付‘出书’的费用。”说起书本印
刷，姜洪德略显自豪地说，这本书

一共 600 万字，印刷了 2000 册，
“终于赶在九十大寿前把书出版
了，也算圆了多年来最重要的梦
想。”寿宴当天，姜洪德把大部分书
都赠送给了前来祝寿的亲友。姜
洪德表示，写作既能够避免老年痴
呆症，又能够锻炼思想。

在青岛市市南区72岁的梁青
平家中，珍藏着一本 2007 年印
刷的家庭文丛《血脉交融》，这
是他们姐弟妹三人为怀念父母
而精心编制的家庭史册，梁青平
告诉记者，留下这本家庭史册，是
为了把父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的精神传承下去，留给下一代做
纪念。

梁青平的父母早年生活在胶
东地区的贫苦农家，抗日战争爆
发后，他们相继参加了八路军。
从此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去过不
少地方。梁青平说，在父母的影
响下，她和弟弟相继参军。

“咱们三个都受过高等教育，
这得益于父母的以身作则和严格
教育。我们是不是该为父母写些

什么呢？”2000年，在妹妹梁卫平
的提议下，姊妹三人开始着手为

“出书”做准备，整理、修改旧作，
挑选照片，确定封面，联系出版
社，一本27万字的家庭文集终于
印刷成册。梁青平说，这本书是
他们对父母的怀念，是对父母戎
马生涯的总结，也是留给后代最
好的精神财富。

今年72岁的吕振西从事了一
辈子宣传工作，退休后被返聘到青
岛西海岸新区老年大学十几年，依
然做着文化推广工作。其间，吕振
西还帮助老年大学学员及文友印刷
了不少书。

“印象最深的，是我帮助一位病
危的老者印刷的一本诗集。”吕振西
告诉记者，这位老者姓谢，当时因病
在医院特护病房治疗，家属找到吕
振西时，迫切希望他能帮助谢老整
理诗集，圆谢老一个“出书”梦。“了
解大概情况后，我就赶紧收集谢先

生的资料，帮着他整理修改诗稿，很
快，诗集的样本就出来了。”

“作为时代发展的建设者和见
证者，应该总结自己人生的所见所
闻所感所思，为社会留下一些资
料。但愿后来人看了能从中得到一
点益处。”这是吕振西50年来勤于
笔耕的最大动力和心愿。2019年
10月，吕振西自费印刷了两卷本的
文集《秉笔四十年》。此书收集了他
的人生回忆录、散文诗词等作品，
60多万字的文集印刷了300册，分
送给身边的亲戚、朋友、老同事等，

看过书的人都赞不绝口。
大部分接受采访的老人都表

示，虽然他们“出书”使用的是自己
的积蓄和退休金，然而家人对此也
都非常支持。一位姓李的先生表
示，“花几万元钱给父母买一份精神
礼物，远比买吃的喝的更让老人激
动、欣喜。 ”

其实，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中
城市，也隐现着类似的老年人“出书
热”。有专家评论，这是一种积极、有
益的社会文化现象，体现了一种时代
特征，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西安七旬老人苏中友将个人经历和感悟写成20万字的《梦晨絮语》，
自费出版送给村民。 （华商报）

九十大寿的特殊贺礼

三姐弟“出书”忆父母

寻找精神寄托

正式出版费用挺高

老人乘轻轨被闸机夹伤
法院判其承担三成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