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肌肉拍松，血脉拍通，拍了后背痰
排出，拍了屁股防压疮！”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的病房里，一双拱
着掌心的手娴熟有致地叩打着，急促有
力的拍背声在病房内回荡。迎着久违的
阳光，邓娟开启了循环往复而又充满希
望的一天。

近日，刚被评为 2021 年第一季度
“四川好人”的达州市宣汉县警嫂邓娟，
用近6年光阴的陪护坚守，唤醒了“沉睡
丈夫”，书写了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时间回到2015年5月，当时身为宣
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员的曹正清在
赴外出差途中遭遇车祸，虽经辗转抢救
脱离生命危险，但由于脑干受损成了“植
物人”。“当时感觉天都塌了，眼泪都哭干
了。人在万念俱灰时，喝水都哽人。”回
忆起 6 年前的情景，邓娟仍止不住眼含
泪水。

为了照顾丈夫，邓娟放弃了在宣汉
县城的面馆生意，搬进医院病房贴身伺
候，一待就是近 6 年。“像这样的翻身拍
背，以前每两小时一次，现在曹哥病情
有所好转，就 3 小时拍一次。”睡了 6 年
陪护床，辛劳的邓娟体重从 120 斤下降
到90斤。

虽然曹正清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但邓娟还是坚持用正常人的作息时间
来安排曹正清的生活。白天，邓娟为
了不让曹正清“睡觉”，她就反复用毛
巾擦拭他的身体，在他耳边呼喊他的
小名；曹正清没有接受治疗时，邓娟就
讲他们在一起的快乐点滴；说话说累
了，邓娟就给他唱歌，担心他听厌了，
又把歌词做了修改，换着花样再唱给
他听。“我相信，他是能听见的。”邓娟
抱着丈夫一定能醒来的信念，一天也

没停止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11月的

一天，从高压氧舱归来后，曹正清的左脚
突然动了一下。随后，各种检测表明，曹
正清受损的脑部正出现缓慢康复的迹
象。自那以后，邓娟对丈夫的照料愈加
备至，她不厌其烦地给丈夫唱歌、讲故
事，陪他做一些简单的“指令式”游戏
……

“早晨六点起床洗漱料理，八点半
做高压氧治疗，十点针灸护理，十一点
做关节松动手法……”在邓娟的脑海
里，浮现的全是对丈夫 24 小时的护理
细则。

如今，曹正清已经恢复到了 4 岁孩
童的智力水平，能自己进食，还能自行戴
口罩、眼镜，甚至能写字了。

伉俪情深，邓娟的举动也感动着医
院的医生。“曹正清在治疗过程中，最关
键的是家属全身心的支持和投入，邓娟
几年如一日，始终不放弃，才让我们看到
了患者的好转和进步。”医院全科医学科
主治医师邓杰尹感慨。

午后，阳光洒满医院的树间小道，
迎着微风，邓娟在推着曹正清漫步。

“以前，他保护人民；现在，该我保护他
了。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会保护他一
辈子！”

据新华社

邓娟（左）和丈夫曹正清交流。唐丰 摄

邓娟给丈夫曹正清喂食。唐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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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下午，记者从成都市住建
局了解到，自成都市实施幸福美好生活
十大工程动员大会召开后，成都已经全
面启动了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让单调乏味的通勤变为丰富多彩
的生活方式和场景体验，让市民可在‘回
家的路’上解决80%的日常生活和社交
需求”，成都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建新表
示，通过实施6大行动，在城市通勤效率
提升工程实施完成后，中心城区建成区
的平均通勤时间将从39分钟缩短至35
分钟，平均通勤距离将控制在10公里范
围内，通勤出行的绿色交通分担率将超
过70%。

中心城区建成区
平均通勤时间将缩短至35分钟

成都市正在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
大工程”，其中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提
出，丰富“轨道+公交+慢行”多样化绿色

出行选择，构建“通勤圈”“生活圈”“商业
圈”高度融合的通勤体系，中心城区建成
区平均通勤时间缩减到35分钟，30分钟
内通勤人口占比达到45%。

那么如何提高通勤效率？成都市住
建局表示，提升工程实施了6大行动，分
别是职住平衡促进行动、交通基础设施
提升行动、公共交通提质行动、交通治理
优化行动、通勤场景营造行动和交通政
策引导行动。

目前，成都采取了多种用地保障和
灵活的竞价措施，强化商品住宅类用地
调控目标管理，加快筹建人才公寓，持续
推进成都自然博物馆、金沙演艺综合体、
川剧艺术中心等重大公建项目建设，促
进交通资源与城市功能合理配置。同
时，成都还大力实施东西城市轴线、天府
大道北延线、草金路、羊西线、沙西线等

“环+射”骨干路网体系，持续打通市域
“断头路”，继续推进轨道交通第四期 8
个项目和 S3 资阳线约 215 公里续建等
工作。

成都还明确今年新开及调整公交接
驳线路20条以上，开行东西城市轴线快
速公交；积极推进《成都市共享单车服务
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和《成都市共享单车
行业经营服务规范》修订工作，进一步规
范和发展共享单车。在提高交通治理能
力方面，成都通过考察苏州、上海等城市
先进经验，以科学顶层设计为引领谋划
布局智慧交通系统。针对车退人进、交
通拥堵、停车难、占道施工、保障非机动
车路权等问题，积极推动并实施了 5 个
片区“微循环”单向交通组织。

建立市区联动机制
形成合力推进通勤效率提升

分析显示，成都目前中心城区平均
通勤距离 9.1 公里、平均通勤时间 39 分
钟，在深度对标东京、纽约、巴黎、上海、
深圳等先发城市的先进经验后，成都制
定了适合本地的通勤方案。

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除
了成都市市级相关部门采取的各项措施

之外，成都还建立了市区联动机制，各区
（市）县均成立了专项推进组，从属地辖
区的范围着手，围绕市上制定的统一目
标，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扬长补短、精准
施策，加快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形成合力
推进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不仅要构建‘快慢相济、干支协同’
的路网体系，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更重要
的是构建‘轨道+公交+慢行’的绿色交
通出行体系，践行‘公交优先、慢行优先’
理念，建设以人为本、安全、美丽、活力、
绿色、共享的公园城市街道场景。”该负
责人表示，要从根本上破解交通拥堵的
大城市病，提升市民出行的舒适感和体
验感，助力构建绿色交通体系。

据记者了解，在此过程中成都市将
引入第三方机构、智库，对工程实施的效
果、通勤效率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评
估，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充分研判，促进精准施
策、动态调整，保障相关工作取得实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珠

不离不弃在医院病房悉心照料近六年

宣汉警嫂终于唤醒“沉睡丈夫”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4月13
日，在四川省服务台胞台企专场对接会
上，四川省台办与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
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多层级对接
合作，为在川台企开展跨境贸易、投融
资、项目合作提供信息发布、需求撮合、
商机推荐及金融解决方案。

根据协议，未来5年内，建设银行四
川省分行拟累计为在川台企意向性提供
500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以及通过
推动涉农金融产品创新，为在川台资农
业企业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和产品支持，共同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社
会的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除在成都设
置主会场外，还以线上形式在内江和遂
宁台商工业园设分会场。在台胞台企专
场对接会上，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就前
期收集到的台胞台企金融发展诉求进行
梳理，并与台商当面交流。

“2020 年，新冠疫情让企业面临困
难，在省台办的牵线搭桥和组织下，我们
开始接触更多的金融服务机构。”成都吉
食道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琳表示，正

是与四川金融服务机构的直接对接，让
公司成功度过了疫情下的危机。

活动现场，首个政银合作“四川台资
企业名品馆”在线上开馆。据悉，这个为
在川台企量身打造的B2C电商平台，旨
在助力台资企业拓展大陆内销市场。这
也是大陆首个利用银行电商平台服务台
企台商拓展内销的创新举措，现已有10
余家知名台资企业入驻。

据悉，此次活动是继今年1月14日
举行“台企拓内销·两岸一起来”线上推
介对接（四川专场）活动后，四川落实落

细“助力台企11条”、“四川支持台企12
条”，助力台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的又一务实举措，旨在通过强化政银企
对接服务长效机制，增强全省建设银行
系统服务台胞台企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主动为台胞台企提供金融服务，有效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和市场拓展难等问题。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四川新增台
资企业26家，新增台商投资总额近3亿
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四川省累计登记
注册台资企业 2459 家，投资总额 210.6
亿美元。

成都实施6大行动提升城市通勤效率

“回家的路”上可解决80%的日常需求

四川举办服务台胞台企专场对接会
首个政银合作“四川台资企业名品馆”线上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