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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740余名孤残儿童的妈妈。15年来，她以柔弱的肩膀为孤残儿童撑起一个温暖的

家。5400余个日日夜夜，面对着这群特殊的孩子，她和同事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书写着一个又一个的感人故

事。她，就是河南省郑州市儿童福利院院长李燕，曾获民政部最高荣誉“孺子牛奖”。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 健坤慈
善基金会“亲子话家”2021微视频公
益项目于日前结束第二阶段拍摄。至
此，该公益项目第三季前期拍摄工作
全部完成，目前进入后期编辑制作阶
段，12集纪实风格的微视频成片将于
今年年底在健坤慈善基金会官网播出。

据了解，“亲子话家”公益项目由
健坤慈善基金会倡导并发起，从“子

女采访父母”的角度，展现家庭亲子
关系，呼吁社会重视家庭教育，倡导
父母与孩子之间畅所欲言、平等坦诚
对话。同时通过亲子之间分享成长故
事，促进家庭代际间良好沟通，直面
家庭中青少年教育的问题并寻求解决
之道，最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善
家庭关系，传递正确价值观，弘扬当
代中国好家风。

“亲子话家”公益项目第三季拍摄完成

本报讯（记者 舒迪）7月8日，郑
卫宁慈善基金会在深圳市举办高科技
赋能爱心助残捐赠仪式，向深圳市残友
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提供100万元资金
资助，并捐赠价值50万元的电脑和办
公家具，以支持残障大学生高科技就业
公益培训项目实施。

残障大学生高科技就业公益培训项
目旨在帮助残障大学生通过6个月的高
科技项目就业培训，学习软件开发、BIM
（建筑信息化科技）、生命科学等几方面

高新技术，如通过项目考核，即可推荐入
职高科技企业。培训期间项目为每位学
员发放生活补贴2000元/月，并向每位
学员提供价值6000元/月无障碍后勤保
障（吃、住、行）。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希望通过全方
位的就业支持服务，让残障大学生可以
融入主流社会、享受高科技带来的社会
红利、实现高附加值就业，从而提升家
庭的幸福感，实现“就业一人，幸福一
家，安定一方”。

助力残障大学生高科技就业

7月盛夏，被群山环绕的贵州省
黄平县重安镇石头堡村内，一排排蓝
色屋顶在群山中格外显眼。这是石头
堡老羊寨制香烛人家用于晾晒的顶
棚，其中最大的厂房面积有千余平方
米，20名工人中有8位残疾人，很难
想象这家年产值数百万元的企业，是
一位名叫张中国的残疾人创办的。

在村子里，张中国算是一个传奇
人物，只要提起他，村民无不竖起大
拇指。

2002年，27岁的张中国在广东
打工时，一次工作中的操作不慎，让他
永远失去了右手。失去右手又失去工
作的双重打击，让张中国消沉了很长
时间，他拿着工厂给的赔偿金回到了
家乡。

“身残志不能残，心更不能残，别人
能做的我也可以。”为了能把日子过下
去，张中国选择了创业，他决定用2万
多元的赔偿金到镇上开一家服装店。

然而，创业并非想象中那么简
单。由于没有创业经验，加之行业竞
争压力大，短短半年时间，服装店就

亏损得一塌糊涂，他又两手空空再
次回到村里。

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击垮张中
国，他坚信：“只要肯奋斗，生活总会好
起来。”

一次偶然间，张中国发现村里不
少私人作坊都在制作香烛，可手工制
作效率很低，而市场上的香烛又供不
应求。张中国随即有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找到提高香烛的生产效率方法，
再次创业。

张中国找到村党支部述说了自己
的创业新想法，石头堡村党支部书记
沈俊材立即召集村支“两委”的党员干
部多方调研考察，表示全力支持。

万事开头难。家境清贫的张中国
用家里的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
并在村党支部、县残联的帮助下，申请
了残疾人自主创业资金以及小额信用
贷款，再次踏上自己的创业之路。

2013年，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
张中国的自强香烛制造厂开始生产开
工。此后几年，香烛制造厂逐渐成长，
还被授予黔东南州级残疾人创业就业

示范点。2017年，在县残联以及村党
支部的帮助下，张中国再次扩大了生
产规模，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基本实
现了生产自动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

事业有了起色，张中国首先想到
的是村里其他困难家庭和残疾人士。

“现在我的生活好过了，当然要拉
乡亲们一把。”张中国动情地说，没
有党和政府的帮助，他的创业之路
不会走得一帆风顺，更不会有现在
的好日子。“自己富了不算富，要带
领村里的困难群众和残疾人士一起
致富奔小康。”

“建档立卡贫困户潘中芳两个女
儿读书所花的费用，基本都是在香烛
厂挣下来的。”沈俊材说，潘中芳家以
前要供大女儿上大学，现在大女儿出
嫁了，又要供小女儿上大学。丈夫常年
在外打工，她就在张中国的厂里干活，

“每个月有3000多元工资收入，足够
她和女儿的生活开销了。”

“我本身就是个残疾人，最知道
残疾人的不容易，残疾人去哪里都

不如在家门口就业方便，能帮助他们
一点是一点。”这是张中国最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

正因为张中国的这种想法，从小就
患有智力残疾的张强成了张中国厂里的

“老职工”。张强经常在工作岗位上做着
做着就没了人影，按照工厂的纪律，早就
该炒他的“鱿鱼”了。可张中国不但没有
这样做，反而对他呵护有加，把他当作自
己的孩子一样照顾。“这不是他的本意，
慢慢教他肯定能学会。”张中国还总号召
厂里其他员工一起帮助张强。

如今，自强香烛制造厂一年的产值
有300余万元，带动寨子里及周边村寨
400余人就业，并与32户重度残疾家庭
构建起长期帮扶关系。

“我生在了一个好时代，我们党和国
家对残疾人创业有那么多好的扶持政
策，我也因此能成就一番事业，过上了想
要的生活。” 张中国说：“还得继续打
拼，只要肯奋斗，幸福生活就在眼前。我
希望带领更多残疾人朋友一起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

（曾昭松 吕宗祐）

“只要肯奋斗，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在山东东营辛店街道萃苑社区，只
要81岁的赵晓凤从身边走过，总会让
人忍不住驻足多看两眼。虽然皱纹早已
爬上面庞，但她出门总是妆容精致、打
扮得体，衣服上永远不忘戴上鲜艳的党
员徽章。

“我已经有48年党龄了。”赵晓凤
经常对人说。街坊邻居们都知道她的名
字，因为几十年来，找她可以免费理
发。“一做就是52年。”赵晓凤说。在
晓凤义务理发室的显眼位置，挂着一首
《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歌曲的词曲，这
是她自己作词谱曲的一首歌。“我是党
员，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学雷锋做好
事，那我就坚持干、一直干下去。”

“年轻时候要插水稻、干农活，我就
在田埂上帮大伙剪头发。”热心肠的赵晓
凤很快得到了邻里的信任，“有需要找晓
凤”慢慢在越来越多人那里传开了。

“其实做的都是小事，帮老人补补
衣服，按摩按摩，谁家有人生病不方便
照顾一下给送个热菜热饭。”就是这些
看来平凡的“小事”，赵晓凤一坚持就
是52年。理发店的人帮她做过粗略的
统计，自开起理发店起，她就用坏了近
百把推剪。

爱心似乎会“传染”，在赵晓凤的
感染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她的行
列中。晓凤义务理发室如今由一个服务
点变成了四个，志愿服务人员也从一个
人增加至40人，再后来“晓凤义务理
发室”正式改名为“晓凤义务理发室志
愿服务队”。现在，这支服务队，不但
服务小区和附近小区居民，还会定期向
环卫工人、敬老院老人、街头残疾人提
供志愿服务。

“做义工是最快乐的事。”这句话，
赵晓凤总挂在嘴上。熟悉赵晓凤的人都
说，这是她的心里话，也是实在话。

王国瑞老人因为脑血栓瘫痪在床
24年，赵晓凤也为他理发24年，还为
他洗脚、剪指甲，陪他聊家常。“一月
一次，刮风下雨都去，要不他着急。”
75岁的潘维忠生活不能自理，家属身
体也不好，赵晓凤除了给他理发，还每
周变着花样给他家送饺子、包子、菜饼

子，一送就是15年……
赵晓凤去给人理发，从来都是唱着

小曲、脚步飞快地走去。给重病的老人
或病人理发，总是需要一些“高难度”
的姿势，趴地上、跪地上、侧弯腰都是
她习以为常的动作。“有时候一个姿势
就得坚持个把钟头。”这些年，赵晓凤
也患上了职业病，脊柱发生了侧弯，手
上经常贴着止痛膏。

如今，赵晓凤带领的服务队常年为
160多名老年人提供帮助。“看着他们
干干净净的，就觉得心里敞亮。”

赵晓凤还总会变着法地哄服务队服
务的老人们高兴。逢年过节，赵晓凤都
会为老人们订个小蛋糕、排练些小节
目，给服务队的老姐妹们精心准备小礼
物。“晓凤一个月退休金还不到 2000
元，基本都花在这上了。”服务队一位
志愿者说：“别看她平时穿得挺得体讲
究，其实身上衣服、鞋子没有超过 50
块钱的，里面穿的秋衣都是捡儿女穿过
的。”

除了平时做义工，赵晓凤最喜欢的
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看见孩子总要上
去给一个大大的拥抱，喊一声“宝
贝”。她珍藏着一本纪念册，那是2018
年胜利一小太阳花班54个孩子小学毕
业时专门精心制作送给她的，赵晓凤爱
若珍宝，总喜欢拿出来“显摆”。“赵奶
奶，下次我还要和您一起做义工，一起
为爷爷奶奶捶背洗脚。”“我会记住您对
我们说的每一个字，会保存好您给我们
的每一件礼物……”每每看着孩子们的
照片和稚嫩的文笔，赵晓凤总是笑得眼
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近些年，服务队也收到了不少爱
心捐赠，赵晓凤都一一记在本上，时
间、地点，谁捐了多少钱，谁送了什
么东西，甚至一包瓜子、花生，一个
电插座，赵晓凤都如实记录。赵晓凤
说：“钱和东西都要明明白白用在帮助
别人的事情上，这样才不辜负捐赠人
的爱心。”

最近，赵晓凤又有了新的打算，她想
要成立个基金会。“这样将来我不在了，
爱心也能一直传递下去。”赵晓凤说。

81岁老党员赵晓凤：

“做义工是最快乐的事”
本报记者 郭 帅

“孩子们是她的心头肉”

7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
“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中外记者见
面会，河南省郑州市儿童福利院院
长、党支部书记李燕作为党员代表参
加发布会。会议结束，李燕未做停留，
匆匆赶往车站，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李燕今年56岁，自己的孩子已经
长大独立，原本有更多的时间享受自
己的生活，但她却比年轻时更加恋家。

李燕的家，在郑州市西郊一处大
院内，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住在这里的740余名孤残儿童，称呼
李燕“院长妈妈”。每次李燕出远门，
孩子们总爱到操场向外张望，看到熟
悉的身影，有的孩子兴奋地扑上去迎
接“妈妈”，有的赶忙往教室跑，为其
他孩子“报信”：“院长妈妈回来啦！”

每天早上到单位，李燕都会先巡
视一圈，帮阿姨给孩子们喂奶、喂饭、
洗澡。下班后，她再到孩子们的房间
查看一圈，直到孩子们都安然入睡她
才悄悄离去。

一天晚上，李燕查房时看到有个
房间内的孩子被蚊子叮得满身红包，
因为太痒把皮肤抓破了，疼得哇哇大
哭。她赶紧点蚊香、赶蚊子、哄孩子，
一直忙到深夜。看到破洞的纱窗还未
更换，李燕也顾不得时间的问题，立
马打给工作人员张瑛华，要求她第二
天一早就去买新的纱窗。

“刚接到电话我心里还有些抵
触，一是时间很晚了，二是院长的语
气很强硬。”但张瑛华没想到，手机那
头竟传来李燕小声地抽泣，“我当时
就明白院长心里多着急了，孩子们是
李院长的心头肉啊，比亲孩子还亲，
她是真心疼他们。”

“因为这些孩子我们相聚，我们
要感谢这些孩子，要为他们做更多的
事，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生命，让每
一个生命活得更有尊严。”张瑛华说，
这是李燕对他们说得最多的话。

因为福利院孩子身体的特殊性，
保障孩子们的健康成了李燕和同事
们的头等大事。一次，两个月大的孩
子子皓（化名）因病情况危急，李燕和
同事立即将孩子送往医院救治。医生
无奈摇头：“已经尽力了。”

“当时就是不甘心，想再搏一
搏。”李燕说，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子皓被连夜送往北京抢救治疗，直到
各项指标正常。为救治子皓，福利院
花了28万元，这对福利院而言是一笔
不小的支出，李燕却语气坚定地说：

“为了救孩子的命，花多少钱都值！”
为了让更多孩子得到专业的治

疗和护理，在李燕的争取下，儿童福
利院与郑州一家医院合作，建立了河
南省首个儿童福利机构专属病房
——天使驿家，目前已累计救治孤残
儿童5000余人次。

从2006年8月负责筹建郑州市
儿童福利院，到2008年 3月担任第
一任院长至今，虽然经历许多艰难困
苦，但李燕总是一脸幸福。“一天天过

去，看到躺着的孩子坐起来，坐着的孩
子站起来，站着的孩子走起来，能走的
孩子跑起来，心中就充满了希望和成
就感。”

“为孩子圆梦是我最大的梦”

在李燕的办公室内，最显眼的地
方挂着一幅略显稚嫩的画。画上，男孩
蹲在地上开心地为妈妈洗脚。李燕说，
这是她办公室里最美的一道风景。

画的作者名叫小辉（化名），由于
下肢瘫痪，这幅画的内容也成了他最
大的心愿，那就是为院长妈妈洗次脚。
李燕记得，小辉刚到福利院时是12岁，

“那时候福利院刚成立不久。”虽然大
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但小辉
总是喜欢看向窗外，对外面的世界充
满向往。

“院长妈妈，我想上学。”一次在李
燕巡房时，小辉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
藏在心里许久的话，“上课的时候我可
以不喝水，这样我就能少去厕所。”看
着孩子提出合理诉求时的懂事谨慎，
李燕瞬间湿了眼眶，“心都碎了，为孩
子圆梦就是我最大的梦。”

那段时间，李燕一遍遍地跑学校、
跑教育局。孩子不能自理，她安排专人
陪护；轮椅进不了教室，她和同事们想
办法开设无障碍通道……小辉终于如
愿以偿进了课堂。母亲节那天，刚学会
画画的他把那幅《给妈妈洗脚》送给了
李燕。

到北京参加记者见面会时，李燕
特意带上了这幅画，“我想让更多人感
受到我工作中收获的快乐，我们辛苦
的付出可能改变孩子们的未来，而孩
子们也带给我们任何事都无法取代的
快乐。”

现在20岁出头小辉已经在上海扎

下了根，开始了独立的生活。“每年母
亲节，孩子都不忘给我寄个玩偶作为
礼物。”李燕笑着说。

解决小辉上学这件事也引发了李
燕的深思：这些孩子需要的仅仅是一
个可以遮风挡雨、漂亮的家吗？答案是
否定的。为了让残疾儿童都能有机会
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李燕做了
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办学。

2013年，郑州市儿童福利院特殊
教育学校正式成立，在满足全院适龄
儿童上学的同时，还接纳了一批社会
上的残疾儿童免费接受教育。

因材施教，是李艳办学始终如一
的原则。“我希望孩子们最终都能回归
社会，回归家庭，自力更生。”对于智力
正常但肢体有问题的孩子，特教学校
除了为他们开办文化课外，还会教他
们绘画、手工、陶艺、电脑等技能；而针
对智力低下、肢体没有问题的孩子，则
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如保洁、保
安、绿化等。

如今，数千名像小辉一样的残疾
儿童因为“院长妈妈”的争取，实现了

“上学梦”。

“这是我最幸福的日子”

因为很多孩子送到福利院时还没
有名字，李燕和同事们统一为男孩取
名姓郑，女孩姓周，因此，福利院得名

“郑周大院” 。
在李燕的办公桌抽屉里，至今还

躺着一封10年前的来信。那年，脑瘫患
儿小蕊的妈妈给李燕写了一封信。信
上写道，因为小蕊，丈夫和她离婚了；
多年照顾小蕊，她身心疲惫，几次都想
到了死，但是又担心自己死了以后孩
子怎么办……

李燕马上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

了这位妈妈,为小蕊送去了轮椅和生
活用品。“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
道这样的家庭还有多少，我希望能为
他们做些什么。”

随后的调研证实了李燕的担忧：
如果缺乏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这些家
庭一旦陷入贫困，失去了对生活的信
心，就会出现弃婴、流浪儿童。

2012年，在郑州慈善总会的支持
下，福利院成立了“蓝手杖家长俱乐
部”，义务为困境儿童及家长提供支持
和帮助。一位家长告诉李燕：“到了俱
乐部有种回娘家的感觉，我们能理解
和温暖彼此。”

俱乐部成立9年来，先后救助过千
余名像小蕊一样的孩子，很多困境儿童
家庭也再次燃起了希望。这些年，越来
越多的爱心人士和社会机构也纷纷加
入福利院的爱心队伍中，每年有超过2
万名志愿者前来奉献爱心……“郑周大
院”成了这座城市温暖的港湾。

关于福利院的爱心故事，李燕都
会细心地记录在案，在她的办公桌上
有一摞已经写满的笔记本：3次病危的
小东，都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
来，最终为他找到收养家庭；在“郑周
大院”长成大姑娘的倩倩、小霞、小
远，陆续步入婚姻的殿堂，主持完她
们的婚礼，又参加了她们孩子的满月
酒，我已经从“院长妈妈”升级为“院
长姥姥”……

如今，年纪渐长的李燕，因为照顾
残疾儿童也偶尔会感到力不从心，但
她还未曾想过退休。“想象不到没有这
些孩子们的日子。”李燕说，让孤残儿
童都能得到呵护，拥有幸福，是她始终
坚守的信念。而成为“院长妈妈”的十
几年，也是她最幸福的日子。“如果可
以，我希望一直做孩子们的妈妈。”李
燕说。

用爱铸就孤残儿童的幸福梦
本报记者 郭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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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庆祝建党100周年文
化作品展暨京津冀残疾人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现场展出的
300幅摄影书画作品和300件文创作品来自北京各区残联，一幅幅见证生活、情感真
挚的文艺作品，展示了广大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乡村路上扶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