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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故事

暖心故事
nuanxingushi

善行录
shanxinglu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征程是追梦者的远征。广大残疾人以梦想为伴、与时代同行，用顽强奋斗把一个个美好梦想变
成现实。中国残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记者采访了部分与会代表，听他们讲述自强拼搏、扶残助残的奋斗故事。

“您最近身体怎么样？过节了，我们
来看看您，陪您说说话。”中秋国庆佳节
期间，浙江台州市政协委员、天台县“爱
心团队”理事长汤义安带领团队来到赤
城街道螺溪周村，和村里的留守、孤寡老
人一道过了个暖心的团圆节。

在村老人活动室内，一位老人激动
地拉着汤义安的手说：“孩子们不在身
边，没想到还能这样热热闹闹过个节，你
们以后要常来。”

爱心团队的不少成员，是很多老人
眼中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孩子，也是困
难儿童的“爱心爸爸”。

节日期间，汤义安的电话不断，孩子
们为“爸爸”送去节日祝福，也嘱咐他多
注意身体。几十年来，汤义安坚持资助
困难学子，供他们读书、帮他们找工作甚
至张罗结婚，其中先后有6个孩子在求
学期间住在他家。邻居们总说：“这些孩

子眼看着变得爱笑了，也特别有礼貌，义
安是个好爸爸啊。”

“我小时候家里困难，不得已早早出
来打工补贴家用。”汤义安说：“现在孩子
们生活在好时代，我想让他们都能毫无
后顾之忧地好好学习，看着他们都能成
长成才，我就打心里高兴。”

“能为他们撑把伞，挡一段风雨，是
很好的事。”自1992年以来，汤义安几十
年如一日走在公益路上，30余年间捐赠
圆梦助学、敬老爱老、帮困助残等物资价
值近800万元，受益家庭9000余户。

“小时候家里拮据，没少受到乡亲们
的帮助，一直想回馈这份爱心，听说谁家
有困难，我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做得
越多，汤义安越发现一个人力量的有
限。2015年，他发起成立天台县“爱心
团队”，“我想让更多人参与到敬老助残、
圆梦助学、扶残帮困等公益事业中。”

做公益 30年来，汤义安曾荣获全国
“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浙江好人”等荣
誉。和这些荣誉证书一同被他珍藏在书柜
里的，还有受助者的一封封感谢信、困境孩
子的一份份报喜成绩单……汤义安说，理
解和支持他的家人是他一路上最坚强的后
盾；而公益路上的同行伙伴们，是他行稳致
远的不竭动力。

为了方便开展活动，天台“爱心团队”
开了一家爱心超市，团队成员陈佩春夫妻
俩退休后主动要求看店。3年多来，无论
刮风下雨，每天早上7点超市总是准时开
门。“这是我们志愿团队的阵地，周边群众
有什么事都习惯来这寻求帮助，不能让他
们等着。”陈佩春说，每月8日是“爱心超
市”雷打不动的寻亲日，寻亲者会来超市探
听消息和求助。目前，团队已帮助20余个
家庭找到了亲人。

天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陈卓亮，8

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担任团队的财务
一职，还主动对接医疗志愿活动。每逢节
假日，他总会动员医院更多医护工作者一
起带着检测仪器到各山区乡镇街道义诊。

“现在我们团队还有不少小志愿者，都
是团队成员的孩子，他们很愿意来参加我
们的志愿服务活动。能在孩子们心中播下
一颗爱的种子，是我们喜闻乐见的。”汤义
安说：“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公益，帮助更多
的人脱离困境，始终是我们团队不变的初
衷。”

成为台州市政协委员后，汤义安把更
多的精力放在了公益事业上，“现在很多困
难群众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帮扶。多调
研、多陪伴、多倾听，希望能把他们更多共
性的问题形成提案，真正帮他们解决更多
的困难。”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些年来，汤义
安在志愿服务路上遇到过不少让他感动的
人和事。“前些天，有一位90多岁的老伯辗
转找到我，坚持要把自己省吃俭用的2000
元钱交给我，希望我们能用来帮助有需要
的人。”汤义安哽咽地说：“30多年来，类似
的事情还有很多。因为这份沉甸甸的信
任，也因为那么多坚定的同行者，我时刻告
诉自己，要一直做公益路上的赶路人，直到
自己走不动为止。”

台州市政协委员汤义安：

公益路上赶路人
本报记者 郭帅

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湖北省钟祥市柴湖镇马
北村，经过一片绿油油的麦
田，紧靠路边的几间平房，
便是马北村卫生室。

马北村有1300余名常住
人口，老年人占比高，很多
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
性病。“以前有点头疼脑热，
都要跑到10多公里外的镇卫
生院去看。好在有王鸿举这
样的年轻医生愿意留下来，
现在不用跑那么远，在家门
口就能看好病了。”因为重
感冒刚刚输完液的刘大姐笑
着说。

刘大姐口中的王鸿举，
是马北村的村医。在柴湖，
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毕业后都
选择到沿海发达地区发展，
但王鸿举选择放弃留在城里
的机会，回到家乡成为一
名村医，一干就是 17 年。

“我喜欢家乡，学医也是想
为乡亲们解决就医难题。”王
鸿举说。

除了村医，今年37岁的
王鸿举还有很多身份：湖北
省青联委员、钟祥义工联大
柴湖义工分会会长、钟祥市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小
时候我们镇上生活条件不
好，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孩
子都中途辍学外出打工了。”
王鸿举说，他小时候有两个
梦想：一个是做医生，另一
个，就是让乡亲们都过上好
日子。

“在外上学时报名做了义
工，毕业回到村子后，我就把
这种模式搬回了家乡，希望帮
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在接待
好每一位患者的前提下，王鸿
举总是挤出时间做公益，“刚
开始就我一个人做，慢慢很多
人受到了影响纷纷加入，我们
就成立了团队。”现如今，大
柴湖义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已有义工500余人。

17年来，王鸿举和他的
义工团队一直默默守护着村
里的空巢老人和困境儿童。

村民王明太常年独居，
孩子在外打工很少回家。一
天，王明太突然中风，王鸿
举接到电话立即前往王明太
家为老人治疗。待老人病情
稳定后，王鸿举时常上门为
老人义诊，只要老人病情有
起伏变化，他都随叫随到。

多年来，王鸿举从没收过
老人一分钱。“没有鸿举，日
子不知道怎么过，他就像我的
亲生儿子一样。”王明太哽咽
地说。

每年中秋、春节等重要节
日，王鸿举都会选择一天在福
利院度过。他带着义工们为老
人打扫卫生，陪老人们聊天、
包饺子。从此，老人们的日子
更有了盼头，也有了家的感觉。

除了为困境老人送医送
药、陪伴孤寡老人，王鸿举还
经常自掏腰包资助困境学生，
甚至资助到大学毕业。

每年寒暑假期间，村里企
业的车间工人总是流失严重，
因为来此上班的村民要回家照
顾放暑假的孩子，车间主任急
得团团转。王鸿举得知后，立
即组织暑期返乡大学生义工办
起了免费托管班，解决了他们
的后顾之忧。

几年前，荆门市政府为了
加强乡村医疗队伍建设，拟推
荐王鸿举到荆门大学医学院免
费脱产学习 3年。但由于工作
繁忙，自己牵头成立的社工服
务队也有很多事情，实在分身
乏术的他还是选择了留下。

虽然放弃了学习机会，但
王鸿举从未对自己放低要求。

“刚参加工作时，因为技术水平
有限，只能治疗感冒发烧、处
理皮外伤等，遇到一些复杂、
急难病症，还是得让村民紧急
转诊，那时候特别着急。”后
来，王鸿举通过成人高考考上
了医学院。经过几年的半脱产
学习，他的理论知识和临床技
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市、镇医院也经常有针对
村医的专题培训，学习到了很
多东西。”如今，村民们的很多
突发情况，王鸿举都能沉稳处
理，真正做到了“小病不出
村，大病不漏诊”，很多隔壁村
的村民甚至会慕名前来看病。

近年来，因为一件又一件
感人的德行善举，王鸿举先后
获得“中国好人”“荆楚楷模”
等荣誉称号，他也有了更多机
会去大城市工作。但他却说，

“在家乡每天有忙不完的事，
用不完的干劲儿，那么多放不
下的人，况且村民们都需要
我。我就想留在故土，守护好
村民们的健康。”

（陶如木）

一位“80后”村医的公益梦

本报讯（记者 舒迪）中
华思源工程基金会近日联合
爱心企业，在河北省承德市
会龙山小学开展“‘思源·
快乐校园’——墨香校园”
公益项目捐赠仪式。会龙山
小学成为该公益项目的全国
首个受助学校和试点学校。

据了解，“墨香校园”公
益项目由思源工程发起、爱
心企业捐赠提供科技化、数
字化的互动式书法教学平台
以及专业的书法耗材，共同

帮助受助学校建设“书香校
园”“墨香校园”，提高学生的
汉字书写能力和书法水平，传
承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

民建承德市委会副主委邢
晓冬在捐赠仪式上表示，此次
试点的“墨香校园”公益项目
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
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
义，民建承德市委会一定将项
目落实好、监管好，助力“书
香承德”建设。

“墨香校园”公益项目在承德启动

“此次参加八代会，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党和国
家对残疾人事业的高度重视。作为残疾人工作
者，对孤独症孩子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庞振寰
告诉记者。作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多家非营利性
质孤独症康复机构的创办人，庞振寰此次参会是
为孤独症患者“代言”。

孤独症患者常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但这
浪漫的称呼背后，是孤独症孩子言语发育迟缓、人
际交往障碍、兴趣狭窄以及行为方式刻板等残酷现
实。10多年来，庞振寰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让孤独
症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拥有更好的人生。她不仅
帮助孤独症孩子康复训练、回归社会，还牵头组建
了国内首支以孤独症群体为主的特奥轮滑、速滑
队，不少孩子通过刻苦训练站上了世界领奖台。

回忆起从事孤独症康复事业的缘由，庞振寰记
忆犹新。

“姐姐，等等我！”2003年，还在从事播音主持
工作的庞振寰经常到一家康复中心做志愿者，有天
临别时，一个从未开口说过话的孤独症孩子给了她
个大大的拥抱。转过身，庞振寰的泪水直在眼眶里
打转，“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呵护。”

因为这个拥抱，庞振寰开始更多地接触孤独
症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了解得越多，越放不下。”最
后，她决定放弃原有的工作，选择一切从零开始，系
统学习孤独症相关知识，并创办了孤独症儿童训练
中心，针对小龄孤独症患儿进行康复干预。

“所有的孤独症家长几乎都在担心同一件事，
那就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怎么办？’”康复训练
过程中，庞振寰也在为孩子们的出路发愁。几经辗
转，融爱助残服务中心辅助性就业项目在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孵化成功。

打包A4纸、给饮用水贴标签、烘焙蛋糕、开花
店……孩子们终于有了各自喜爱的工作。让庞振
寰刻骨铭心的是第一次给孩子们“发工资”。“那一
刻，大家都哭了。”庞振寰说，这是孩子们第一次通过
自己的辛苦付出获得报酬，这对每一个人
来说都意义重大。

“孤独症孩子不应该只是
做些简单重复的劳动。他
们都有自己喜欢和擅长
做的事情，只要给他们
更多的耐心和引导，他
们也可以闪闪发光，
在工作生活中感受美
好 、享 受 快 乐 。”为
此，庞振寰尝试了很
多方式。

“我发现，很多孩
子其实很有运动天赋。”
于是，庞振寰拉上自己的
好朋友，一位退役的国家队
速度滑冰运动员，带着孩子们一
起学轮滑。机缘巧合之下，2016年，
庞振寰与呼和浩特体育局的娜日苏教练共
同发起成立“呼和浩特市特奥冰轮速滑队”，
这支队伍也是国内首支以孤独症群体为主的特奥轮滑、速滑队。

“很多家长从担心反对，到看到孩子一次次训练后的变化欣喜不
已，不少孩子还通过刻苦训练站上了世界领奖台。”庞振寰说。

“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一直被别人帮助，一直在跟别人说
谢谢，我想让他们体验到帮助别人获得的快乐。”于是，融爱青年
志愿服务队成立了。

庞振寰回忆起孩子们第一次去边远小学做志愿服务的场
景。“回来的路上很多孩子眼圈红红的。”庞振寰问孩子为什么
哭，一个孩子高兴地伸出了大拇指，“我觉得我真棒，我今天帮助
别人，别人跟我说谢谢了！”

从当初懵然入行至今，庞振寰用10余年的时间为孤独症孩
子们铺就了一条寻找并实现自我的路。从小龄到大龄，她带领孩
子们体验多姿多彩的生活，探寻生命更多的可能。

在庞振寰看来，决定她未来做什么的，始终是孩子，“表面上
是我为他们做了不少事，我帮助了他们，但其实我特别感谢他们，
是他们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是因为他们让
我相信，只要不断前行，道路就会不断延伸。所以，我会带着孩子
们一直走下去，让他们都能够闪闪发光。”

折翼人生 别样精彩
——来自中国残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郭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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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3岁的辛宝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
市隆德县政协委员、隆德县残疾人电商就业创业
协会会长。采访中，他哽咽地说：“没有党和政府的
关怀、帮助，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现在的幸福生活。”

2013年的一天，辛宝同突患重病全身瘫痪。
“辗转全国多家医院治疗，病情虽有所好转，但家
里欠下不少外债。”祸不单行，2015年5月，他的父
亲外出时摔伤致颅内出血，只能常年卧床。从
此，一家人的重担全压在了母亲一人身上。

就在辛宝同万念俱灰时，2017年8月，隆德
县残疾人托养中心建成，这让辛宝同看到了希
望。经过申请，他和父母第一批住进了托养中
心，“不仅生活上有了保障，中心还为我和母亲
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既方便照顾父亲，也有
了一定的收入。”辛宝同说。

在托养中心，年轻人们有着相似的经历。慢
慢地，辛宝同开始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每天工作
之余，他就和伙伴们一起学习电子商务知识、视
频制作等软件操作方法，为了尽快还清外债，晚
上他还兼职做云客服，这些经历都为他以后从事
电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当地残联的帮助和支持下，辛宝同和几
位残疾人创办了隆德县残疾人电商就业创业协
会，并注册成立了网店，线上线下销售宁夏枸
杞、中药材、红薯等特产。

目前协会10余名员工中大部分是残疾人。
通过创业，辛宝同和残疾人朋友有了稳定的收
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原来都很少出门，更别
提为家里创收了。现在我们成了家里的支柱，
这种感觉太好了，我们都很珍惜。”辛宝同说，他
坚信“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2019年，辛宝同又创办了宁夏隆隆薯闽宁
助残商贸中心，同时注册了隆隆薯扶贫助残商
标，吸纳当地重度残疾人一起入股分红。通过
近3年的发展，目前隆德县2200多名建档立卡残
疾人实现了分红全覆盖。“伙伴们钱包鼓了，想
干事的劲头就更足了。”辛宝同说。

2021年成为隆德县政协委员后，辛宝同感
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分量。“我永远记得在我们
家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给予的帮助和温
暖。现在有了政协这个平台，我想把这份温暖
传递下去，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过上幸福生
活。”两年来，辛宝同积极倾听残疾人朋友的呼
声，通过提案等方式反映残疾人诉求、维护残疾
人权益。

从北京回去后，辛宝同带领伙伴们反复阅
读致辞、学习大会精神，“作为残疾人代表和政
协委员，我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传递给更
多残疾人朋友。”辛宝同说。

辛宝同：把温暖传递给更多残疾人

“710多万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现整体脱贫，彻
底改变了千百年来残疾人与贫困相伴相随的不幸
命运……”从北京回去后，广西玉林博白县江宁
镇长江村养羊协会党支部书记刘入源代表常会想
起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致辞中的这句话，“我
和乡亲们亲历了这个过程，这些年来我们一起为
了更好的日子而奋斗的场景历历在目。”

在刘入源的朋友圈里，“羊”是当之无愧
的主角，这也是他和乡亲们的致富“法宝”。
刘入源 16 岁时因意外失去右手掌，但他选择
奋发向上，在博白县率先探索黑山羊的养殖技
术，与乡亲们一起创办了一家大型山羊养殖基
地，成为博白县第一个种羊场。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他凭借养羊技术不仅

自己走上致富路，还带领乡亲们走上了小康路。
“能有如今的好日子，离不开党的好政策。”刘入
源说：“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大的盼头。”

创业过程中，刘入源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他一直记得，在自己陷入困境即将放弃时，村干
部主动上门找他谈心，鼓励他站起来；知道养殖
场缺乏资金，他们根据相关政策找到信用社，协
调银行贷款帮助刘入源渡过了难关。

党和政府的关怀，刘入源一直记在心里。
养殖场走上正轨后，他第一时间成立了合作
社，想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但乡亲们的反应
却在他意料之外。

因为种种后顾之忧，很多村民犹豫观望。“缺
什么咱就补什么，差什么咱就扶什么。只要大家
好好干，拧成一股绳，日子就会越过越好。”对于
村民们的问题，刘入源逐一想办法解决。

老李曾是村里出了名的困难户，他忍不住找
到了刘入源。刘入源给了老李6头种羊，只象征
性地收了50元钱，后来又耐心传授老李养殖技
术。几年下来，老李成了养羊大户，盖起3层小
楼，还娶妻生子，生活越过越滋润。

这些年，合作社通过自主经营、入股分红、
托管代养等模式，让无数个“老李”过上了红红
火火的日子。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的路上，哪家
资金周转困难、哪家需要技术指导、哪家愁销
路，刘入源都记挂在心上，并第一时间给予帮助。

刘入源的付出，不仅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自强模范”“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也纷至沓来。“国家出台
了那么多好政策。只要肯奋斗，我们的日子一定
会越来越红火。”刘入源说。

刘入源：只手铺就乡村致富路

中秋国庆期间，浙江温岭市曙光义工协会联合市政协新河
镇委员联络组，为 300 户家庭赠送“爱心月饼”及大米、食用
油等礼品。在政协委员们的支持下，9 年来温岭曙光义工协会
党支部筹集资金 27 万元，为 300 多个困境家庭送上温暖和关爱。

（林绍禹）

浙江温岭：政协委员佳节送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