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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当时 26岁的章奶奶查
出甲状腺多发结节，最大的一个约有
4厘米，对气管及周围器官造成压
迫，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症状，需
要及时进行手术。由于章奶奶先天
心脏不好，身体各项指标差，暂时不
具备手术条件，便先入住无锡市二院
内科病房进行相关治疗，等身体好转
后再行甲状腺结节手术。

从入住内科病区到手术后出院，
章奶奶的住院时间长达半年多。等
到出院结算时，需缴纳的费用是 300
余元。1972年的 300多元对于当时
的家庭来说是一笔高昂的费用。章
奶奶说，那个时候她一个月的工资大
概有30多元，300多元接近一年的工
资了，而且她因为生病住院一直没有

收入，那时大部分人家存不下多少
钱，没啥存款，她家也没多少积蓄，
向亲戚朋友借钱，也仅仅凑出200余
元，仍有100元的缺口无法补齐。考
虑到患者术后仍需要休息静养，在
当时相关医疗规定下，医院有关部
门按照程序将这笔欠款的信息进行
记录，同意患者先出院，等手头宽裕
后再还款。

章奶奶不好意思地回忆，1975
年的时候，医院的工作人员曾上门拜
访，关心她身体恢复情况之余，也提
起过这笔费用的还款问题，因为是公
家的钱，医院当时也没法免掉。但当
时她刚生完孩子还在哺乳期，没有回

归工作岗位，家里日常开销较大，手
头拮据，还是没能还上这100元。她
愧疚地说明情况后，两位医院工作人
员看她家确实困难，也没再催。此后
长达 50年的时间里，医院没有催问
过这笔欠款，但章奶奶总是不时会想
起这件事。

“我想，可能当时国家和医院见
我家里条件实在是困难，帮我补上
了这笔钱。等到后来生活条件好
了，家里有钱了，我也曾经多次想过
要来医院还款，但是已经不少年过
去了，觉得很难堪，始终没有踏出这
一步的勇气。我现在年纪大了，觉
得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要不然
一辈子不安心，这次我终于下定决
心，趁我还能走得动路，我想把这笔
钱还上，让你们去救治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讲到这里，章奶奶已经热
泪盈眶，在无锡市二院就医的这段
经历让她深刻领会了“仁心仁术”这
四个字的含义。她终于鼓起勇气，
粗略估算了 50多年前的 100元钱在
如今的价值，带上厚厚一沓“红包”，
乘坐了近一小时的公交车来到了二
院南院。

记者来到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时，由于章奶奶没有留下联系方

式，记者无法与她取得联系。无锡
市二院住院处收费窗口的工作人
员金玲燕向记者叙述了当时的情
况，那天她正在窗口接待患者，看
到一位白发的老太太来到窗口说
要缴费，说是要交一笔 50多年前欠
下的医疗费，并且拿出了当年的一
张费用单据。金玲燕从来没遇到
这种事情，看着这张年代久远的单
据，不禁有点发蒙，于是问章奶奶
具体是什么情况。在跟章奶奶聊
了一会儿之后，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后，她也很感动。

章奶奶说自己快 80岁了，住的
地方离二院比较远，后来几乎也没
有在二院看过病。随着年龄不断
增长，“欠款”的事一直搁在心里是
一个“心结”，如今要把这个“结”解
开，不留遗憾。金玲燕立刻请示相
关部门领导，这件事该怎么办。章
奶奶说，当时的 100元“很值钱”，如
今还钱肯定不能只还 100元，所以
她递到窗口的“红包”厚厚一沓，足
有三四千元，医院领导认为，不能
全部收下这笔钱。尽管综合物价、
工资收入等因素，当时的 100元并
不能和现在的 100元划等号，但是
他们被章奶奶的行为所感动：医院
为患者付出了什么，患者是会永远
记在心里的，医者仁心换来的是患
者的真心，最终决定只收取章奶奶
100元。

（据《扬子晚报》季娜娜）

“What do you want to eat？chick⁃
en leg or steak？ anything else？ eat
here or take away？”（你想吃什么？鸡
腿还是肉排，还是其他？是在食堂吃
还是打包？）

在浙江理工大学紫薇阁餐厅三
楼的东南亚风味档口，江银凤一手端
着餐盘，一手提着勺子，熟练地用英
语询问前来用餐的外国友人。很快，
按照对方要求准备的餐品就打好了。

在下沙大学城，凭借丝滑的口语
表达和地道的饭菜口味，江银凤和她
的档口已经拥有了一票忠实的留学
生粉丝。

这两天，她的英文对话视频火出
了圈。不少人评价说：这英语说得比
大学生还溜。

用英文向记者介绍菜品时，江银
凤说得和汉语一样流利，脸上始终挂
着自信的笑容。

“没想到因为说英语火了一把，
其实学英语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客
户。”江银凤是安徽安庆人，1975年
出生，只有初中文凭，如今这一口让
人羡慕的流利口语都是自学的。

“我从 2003年开始做东南亚特

色餐饮，英语就是在外国友人点单时
交流中一点一滴学起来的。”她觉得
说好英语的关键在于“敢说”。

“要做外国人的生意，不会说英
语肯定不行。说错了不要紧，餐厅就
是天然的英语角，顾客就是天然的老
师，会及时纠正错误。”

“英语口语没那么难，有时候几个
单词对方就能明白你的意思。听多了
说多了，慢慢的完整句子也能说了，熟
能生巧。”江银凤说，现在自己和外国
人聊天，基本没有问题，还组建了一个
有200多名外国留学生的群聊。“大家
可以在群里联系我提前点单。”

江银凤最早是在沈阳一所大学做
印度咖喱风味的档口。因为儿子在杭
州当飞行员，2023年她和丈夫一起来
到了杭州。大学城里，有来自印度、巴
基斯坦、埃及、伊朗、新加坡等多个国
家的留学生，江银凤都能顺畅交流。
除了英语外，她还向记者秀了印地语、
阿拉伯语、法语。“简单的词汇，我都能
说一些。活到老，学到老嘛。”

“年轻时候做过电焊、玻璃幕墙
外装，最后发现自己喜欢研究各国美
食。”江银凤告诉记者，通过和留学生

交流，感觉自己做菜的水平也在不断
升级，档口最开始只能提供五种菜
品，到现在已经推出了十余种。

“学好英语也能够更理解顾客需
求，做出更符合他们家乡风味的食
物。比如，用来炒饭的米，我用的就
是那种颗粒又细又长的米。”

来自巴基斯坦的大学老师穆尼
尔很喜欢来这个档口吃饭，有时候一
天两餐都在这里解决，“很像是‘妈妈
菜’，熟悉又想念的味道。”

“口味还可以，价格也很实惠。”

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伊丽莎表示，留
学生们对江银凤很亲近，“不仅是语
言上和江阿姨没有障碍，生活里她也
是热心肠，有什么遇到的难题都可以
咨询她。”

江银凤说，有熟悉的留学生平时
直接用汉语称她为妈妈。“很多留学
生也就19、20岁的年纪，在异乡读书
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能够尽
可能地帮助他们是举手之劳，希望他
们在中国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据《钱江晚报》滕一韬 阮西内）

初中毕业的食堂阿姨英语说得比大学生还溜
她还能说印地语、阿拉伯语、法语

按外国学生的要求打菜

52年前欠下100元医疗费

八旬老人带着一沓现金医院“还钱”
“你好，我是来还钱的。真是不

好意思，我曾经欠了医院的钱没有

补上。”最近，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来了一位

“特殊”的患者，她带着一沓现金，步

履蹒跚地走到住院处收费窗口。她

告诉医务人员，这是52年前欠下的

诊疗费用，现在她终于可以如愿以

偿“还钱”了。在老人家的讲述下，

众人才得知这个温暖的故事。章奶奶来到医院收费窗口还医药费

52年前在医院住了半年多
她欠下100多元医药费

如今带着数千元来还款
她表示这件事一直在她心里

院方只收100元
这100元对医院、老人都是无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