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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之家老年公寓
星级养老服务机构，环境优雅，服务贴心，交通便利，是老人理想的选择。
常年招收老人入住。医务工作者的父母床位费减半入住（凭有效证件）
地址：解放东路芦家园村南 306、307、901芦家园站下车即到 电话：13784749628

“加油，坚强！爸爸妈妈一直
在等着你们回家！”昨天，龙凤胎

“巴掌宝宝”的爸爸走进病房探
望了两个孩子（右图），他流着热
泪写下这句饱含深情的寄语。

这对龙凤胎“巴掌宝宝”出
生时体重分别为420克、750克，
呼吸十分微弱。本报在 10月 17
日以《龙凤胎“巴掌宝宝”在沧出
生》为题，对他们的情况进行了
报道。

如今，两个“巴掌宝宝”满月
了。昨天，记者跟随孩子的爸爸，
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重症病
房探望了这两个孩子。他们的体
重已经分别长到了 550克、1180
克，身体恢复良好。

宝宝爸爸天天守
护在病房外

据了解，这两个出生时仅有
巴掌大的宝宝只在妈妈的肚子
里住了25周零6天，刚出生就被
紧急抢救，随后又被转运至市人
民医院新生儿科重症病房进行
救治。

两个宝宝是一对龙凤胎，刚
出生时，弟弟重 750克，姐姐仅
重 420克。其中，姐姐的体重刷
新了全省医院收治的早产儿最
低出生体重记录。

昨天是“世界早产儿日”，市
人民医院新生儿科邀请孩子的
家人来探望宝宝。

“早产儿的生命体征不稳
定，各方面的发育情况比较差，
因此需要在模拟子宫内状态的
暖箱里观察治疗一段时间。尤其
是住在重症病房的这些宝宝，需
要在严格消毒的环境中由医护
人员照顾，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
由家长陪护。等到孩子病情稳定
后，我们会安排时间，让早产宝
宝与父母亲密接触。”新生儿科
主任李桂芳介绍说。

龙凤胎“巴掌宝宝”的妈妈
患有高血压在家休养，他们的爸
爸昨天来到病房看望两个孩子。

孩子们出生后的一个月里，

他们的爸爸每天白天待在医院
的大厅或者自己的车上，晚上就
住在车里。虽然看不到孩子，但
是他觉得，这样距离他们近一
些，自己心里踏实。

宝宝乐了，他却
潸然泪下

“宝宝一出生，就被送去抢
救了。之后，我就见过他们一次，
都没能好好端详端详他们。”说
话间，孩子爸爸的眼角满是泪

水。
“孩子们刚出生的时候，胳

膊还没我的一根手指粗……看
着他们的模样，我心里一片茫
然，说不出什么滋味。现在，他们
好多了，也长肉了。你看，老二刚
才还乐啦……”说着话，孩子爸
爸也跟着笑了起来。

两个小宝宝都戴着黄色的
小帽子，分别躺在两个暖箱里，
孩 子 爸 爸 看 看 这 个 ，瞅 瞅 那
个 ……宝宝不经意地挥挥手、
吐吐舌头，或者使劲儿蹬一下小
脚丫，无不牵动着他的视线。

医护人员说，宝宝爸爸可以

轻轻地摸摸孩子，可是他强忍住
了自己的情绪。他说：“还是算了
吧，虽然进来的时候消了毒，还
是小心一些吧。”

孩子长高了,体
重也增加了

记者第一次前来采访时，两
个宝宝都戴着呼吸机，身上还有
插管。到了昨天，插管和呼吸机
都已经撤了，孩子们的身高、体
重都有所增长。

“弟弟的体重增加了 430
克，姐姐的体重增加了 130克，
他们的个头儿都长了两三厘
米。”医护人员一边小心翼翼地
帮他们翻身，一边向记者介绍情
况。

“这位小姐姐虽然个头儿
小，但是很活泼，吃奶量在不断
地增加。一开始，她每 12个小时
只能吃 0.5毫升母乳，现在每两
个小时就能吃两毫升奶。弟弟的
饭量就更好了，每两个小时吃 7
毫升奶。再过一段时间，他们的
状况更好一些，就可以不用输营
养液了。”医护人员介绍道。

“前段时间，孩子出现过生
理性体重下降，姐姐的体重从
420克一度下降到 400克，还出
现了呼吸不稳定等情况。好在，
她的状况现在平稳了。”李桂芳
说，新生儿病房应用了噪音监测
仪、光线管理、温度湿度调节、

“鸟巢”护理等多种技术和手段，
医护人员还会根据患儿的病情
不断调整治疗方案。这些都有助
于孩子们恢复健康。

“加油，坚强！爸
爸妈妈等你们回家”

在“世界早产儿日”主题活
动中，医护人员和孩子的家人
们，还给病房里的小宝宝们写了
很多美好的寄语：“早到的天使，
你很弱小，但你并不孤单，我们
陪着你，守护你”“你是我们共同
的心肝宝贝，希望你早日康复，
茁壮成长”……

有的护士甚至以宝宝的口
吻，给孩子父母写下了“心里
话”。其中，龙凤胎姐姐的“心里
话”是这样的：“爸爸妈妈：我在
这里很好，我会加油，我会努力，
你们等着我和弟弟回家。”

龙凤胎宝宝的爸爸也拿起
纸笔用心地回复着：“加油，坚
强！爸爸妈妈一直在等着你们回
家！”

龙凤胎“巴掌宝宝”满月了长胖了
他们出生时体重分别只有8两多和一斤半

本报记者 李圣哲 魏志广 摄影报道

68岁的张宪臣是吴桥县东
宋门乡西宋门村的一个农民。酷
爱文史的张宪臣于 26年前编修
了自家的家谱，从此开启了“写
志”之路。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是他
26年如一日，深入乡间地头，挖
掘出一段段历史和故事。从家谱
到家族志，再到村志、民俗志，张
宪臣记录了许多乡愁。

从编修自家家谱开始

张宪臣从小酷爱文史，对本
地的民间文化、民俗礼仪很感兴
趣，喜欢找老人刨根问底地了
解。后来由于工作繁忙，他花在
这方面的时间少了很多。

几年后，张宪臣的生意出现
变故，他内心非常苦闷。

“人在苦闷的时候就想做些
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于是重新燃
起了整理民俗书籍的热情。”张
宪臣说，“我们家族的张氏族谱
已经几十年没有修了，不如趁这
段时间修谱。”

张宪臣一个人动手，将自家
的家谱整理得一清二楚。自家的
家谱修完了，张宪臣又修了外祖
家的家谱。

从修家谱发展到写村志

在编修家谱的过程中，张宪
臣了解到家族里很多的历史事
件。“我就想把这些内容加入到

家谱中，做成家族志，让一个家
族的历史更加清晰。”张宪臣说，
打定主意以后，他开始翻阅资
料，四处了解家族历史。

从 1998 年起，张宪臣购买
了十几本有关方志学的书籍，
开始自学方志学。即使是农忙
的时候，他也要挤出早晚时间，
边查字典边学习，还经常到青
岛、石家庄等地向方志界专家
请教。

张宪臣立志写村志，但是对
于只有初中文化的他来说，这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我只要坚定信念，就一定
能够写成。”张宪臣说，他走家访
户，了解村里的风土人情；四处
奔走，搜集各种资料。为了一段

历史、一个故事，他不辞辛劳地
搜集。

“事件得详尽，语言得朴实
自然。”张宪臣说，他经常是改了
又删，删了又改。

20 年间，仅本村村志他就
完成了两套。其中，最后成书
的 一 套 记 录 了 本 村 经 济 、自
然、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变迁。

“写志”之路越走越远

修完村志，张宪臣又开始着
手撰写民俗志。

从2005年4月开始，他冒严
寒、顶酷暑，骑着自行车跑遍全
县100多个村庄，行程达5000公

里，入户走访 200多人，搜集了
各种民俗资料。

完成最初的材料收集工作
后，张宪臣历时一年时间编写出
了 22万字的吴桥《民俗志》。内
容包括宗族村社、生活习俗、人
生礼俗、崇拜与信仰、节日、杂技
艺术和民间文艺等。这部《民俗
志》集史料性、知识性于一体，具
有很强的乡土气息。

现如今，张宪臣即将进入
古稀之年，但他仍坚持为周边
村庄及村民撰写家族志、村志
等。

“只要我还能写，就会一直
写下去，我要为社会留下一些历
史资料。”张宪臣说。

吴桥农民张宪臣

26年如一日坚持“记录乡愁”
本报记者 张倩

双胞胎“巴掌宝宝”满月了，他们
的爸爸昨天到病房探望了他们……请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观看现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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