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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智：

用爱和快乐面对苦难

在汶川大地震中，廖智曾被活埋
30个小时，她在失去女儿的同时，
也失去了双腿。那一年，她才23岁。

有关地震的事，她不知道和外界
讲了多少遍，这一次也依然分享。

“残疾不是我的耻辱，是我需要面对
的事实，我坦白地、光明磊落地和大
家分享。”廖智说，经历那些过后反
倒变得坚强了。

很多人不知道，地震前的廖智是
一名舞蹈老师。如今的她，也没放弃
梦想。装上假肢后，她开始重新跳
舞，并且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已经
突破200万。

跳舞时，廖智对自己的假肢从不
顾忌。她正视自己身体的残缺，但她
更认为“这不影响我生气勃勃地活
着”。她说，地震夺去了她很多宝贵
的东西，但没有夺去她的乐观。“我
生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在灾难发生
后，国家和社会各界给予我很多帮
助。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感受到
的都是大家的爱和温暖。”

于是，廖智回到老家的小学做义
工，教孩子们跳舞唱歌，帮助那些肢
体有残疾的孩子融入校园生活。她发
现，和她一样做过截肢手术的孩子，
总是特别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
有残疾的孩子。

她和孩子们相处了一年，常常有
意摘下自己的假肢问孩子们：“你们
知道吗？我的两条腿都有名字，左腿
叫大象，右腿叫粽子，你们的腿有名
字吗？”

孩子们愣住了，但很快笑成一
片，兴奋地讨论着要给假肢起名字，
慢慢地对假肢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我自己知道截肢后的生活有很
多挑战，尤其是在头两年的康复期，

所以我能理解孩子当时面临着什么样
的处境，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廖智
说。

2013 年 4 月，雅安地震发生
后，她奔赴抢险救灾一线，觉得在这
样的危难时刻，她必须要和家乡人民
站在一起，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她
戴着假肢送粮、送衣、送发电机、搭
帐篷。2014年，她还获得了“全球
热爱生命奖”。她积极参加各种公益
活动，被誉为“最美志愿者”。

这些年，通过舞蹈、音乐、诗歌
朗诵等活动，廖智帮助很多残疾儿童
变得越来越开朗，越来越愿意展示自
己。她还常常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
享日常，以打破健全人与残障人士之
间的隔阂，她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
事，“我希望成为这些儿童的一个知
心姐姐，帮助他们走出阴霾。”

张大诺：

从记者到“撑伞人”

张大诺原是一名记者，后来成为
一位专门为残疾人、老年人和困难群
体“撑伞”的人。他凭一己之力，曾
义务辅导40位残疾人写书，已有39
本获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有的获得
了“五个一工程”奖，有的被改编成
励志电影。

张大诺还用将近 20年的时间，
陪伴近300位临终者走到生命终点，
先后获得“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

“全国十佳生命关怀志愿者”等多项
荣誉。

做报纸编辑时，张大诺曾在读者
来信中无意中发现了一封遗书。当时
18岁青年张云成，不仅身患肌无力
等多种疾病，不堪继续忍受痛苦的人
生，决定自杀结束年轻的生命。

这封遗书震撼了张大诺，在第一
次真切地感到残疾人巨大的悲苦与不
幸的同时，他决心改变这位对生命已

经沮丧无奈、处于深深绝望的残疾青年
的人生之路。

“你面对生命的苦难，并坚持为理
想而抗争的精神，足以影响很多人。你
想做、认为值得去做的，就应该立刻去
做……”张大诺的回信，让张云成看到
了一丝寄托光亮——他想实现他的文学
梦想。

然而，作为一个没怎么念过书、连
笔都几乎握不起来的肌无力患者，这谈
何容易。

为鼓励他的写作热情，张大诺为张
云成布置了一个《假如我能行走三天》
的作文题目。在张大诺的细心帮助与规
划下，张云成开始用食指与无名指夹着
笔，歪歪扭扭地写出一行行字。经过数
年漫长的积累，这本自传的手稿居然达
到17万字!

凝结着张云成和张大诺心血的这本书
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不仅连续四次再
版，而且还在海外相继出版发行。更为重
要的是，一位同样残疾读者本来已经决定
自杀，但看到《假如我能行走三天》后，
放弃了轻生念头。他特意写信给作者──
感谢你重新燃起我生的欲望！

“书出版了以后，很多肌无力的患者
告诉我，他们放弃了轻生念头，这让我
意识到，书是可以救命的。”张大诺说。

刘大铭：

做好自己 成全他人

刘大铭幼年罹患成骨不全症，经历
过9次骨折，11次大型手术，两次与
死神擦肩而过，居然先后累计写出40
余万字的作品，其中17.5万字的长篇
个人自传《命运之上》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激励了无数的残疾人朋友 。

因为基因突变，刘大铭得了成骨不
全症，这种病的患者被称为“瓷娃
娃”，极易骨折，医生断言他活不到12
岁。爸爸妈妈对他说：“大铭啊，即使
你这辈子在这间卧室的小床上躺上几十

年，爸爸妈妈也一直会陪伴你，走完生
命的最后一刻。”刘大铭当时更加难
过：“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都向命运妥
协了。我明白这个时候，这世界上，能
够把握命运的只有我自己。”

抱着这样的心态，刘大铭主动联系
了在北京瓷娃娃协会工作的一名病友，
恰逢他们正和国际医疗机构搞一个合
作。那位病友给了他一张远程信息病历
登记表，为了怕父母看了伤心，于是在
等父母都睡熟了之后，刘大铭撑着自己
的病体，抱着比他的胳膊承重力要重很
多的《牛津词典》，开始逐个词翻译他
的病例情况，去完成了这张表，给全世
界脊椎外科领域最好的专家发去了英文
电子邮件。

三周之后，刘大铭收到了一封来自
意大利医院的回信。医生在信中表示手
术会有 40%的死亡率；即使手术成
功，会有50%的并发症终身伴随。手
术最好的效果，只能恢复正常人60%
的功能。

经过多次沟通后，刘大铭打动了意
大利的医生。2012年10月2日，在意
大利米兰，刘大铭接受了长达10个半
小时的脊椎重建手术，他的身体里被打
进了13颗螺钉、两根钛合金金属杆。

“那是生命中最疼的一刻，但那个
时候我的心里无比清楚，它是让我们通
向幸福和成功的、唯一的路径！”半年
之后，刘大铭回到了自己高中，准备复
习高考并获得成功。

2019年，刘大铭从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毕业，是中国首位坐在轮椅上在世
界50强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
回国后，他在北京创立了一家科技公
司，成为中关村首位坐在轮椅上的留学
生回国创业者，先后被评为“感动中国
网事”十大人物和“全国自强模范”。

“青春就好比一根燃烧的蜡烛，我
们应该把最大的光和温度奉献给世
界。”刘大铭说：“如此，青春才是真正
无怨无悔！”

骆燕：

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动力源泉

骆燕曾在教育战线工作近 40年，
被严重类风湿折磨致残，最后只能以轮
椅代步。经历了从健全人到残疾人转变
的凄苦历程的她，除了用默默笔耕作为
精神寄托，更是无障碍环境的需求者、
受益者、推进者和宣传者。

多年来，骆燕随中国残联无障碍团
队推广和宣传无障碍，不辞劳苦，用轮
椅丈量一栋栋建筑、一座座城市。无障
碍环境工程是一把大伞，她是撑伞者之
一。作为中国残联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
会无障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为了宣
传推广无障碍环境，还先后出版发行了
3本无障碍文集，共计60多万字。

今年“国际残疾人日”的核心主题
发挥残疾人领导和参与作用,建设包
容、无障碍和可持续的后疫情世界。

“这样的主题真是让我们的心暖暖的。”
骆燕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
代，这个时代给我们写作，给无障碍环
境建设提供了动力源泉。”

淋过雨的我，想为你撑伞
——来自“无障爱·生命感动生命”分享会的故事

本报记者 顾磊

本报讯 （记者 顾磊） 12 月 3
日，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
和中国视障文化资讯服务中心联合主
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承
办的2021年国际残障人日庆祝活动
在京举行。庆祝活动以研讨会的形
式，就世界残障儿童状况、中国残障
儿童互联网使用现状与对策、《马拉
喀什条约》的落地实施、无障碍环境
建设与儿童发展等议题展开分享与
讨论。

世界残障儿童目前的状况如何？面
临着哪些挑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
办儿童保护处处长朵拉对该基金会最新
发布的世界残障儿童状况数据报告进行
了解读。该报告收集了42个国家的数
据，涵盖 60 多项衡量儿童福祉的指
标。报告明确指出了残障儿童在参与社
会活动时面临的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
负面后果。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信息中心副主
任张成就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

“残障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现状与对策研
究”项目进展作了交流分享。他表
示，研究发现互联网已成为残障青少
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残障青少
年数字素养教育已融入学校课堂。他
希望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从推进
残障青少年适用的互联网产品研发应
用、提升残障青少年的数字技能角
度，加强研究合作。

今年10月23日，我国批准加入了
《马拉喀什条约》，中国视障文化资讯服

务中心主任、中国盲文图书馆馆长朱兵
强调，《马拉喀什条约》是解决视力障碍
者和印刷品阅读障碍者面临“书荒”的
重要保障。该条约将极大丰富视力障碍
及阅读障碍儿童、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
活，对残障儿童的发展与赋能具有重大
深远的意义。未来中国视障文化资讯服
务中心 （中国盲文图书馆） 将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合作
框架下，通过政策建议、行业倡导、公
众教育、开发与传播优质内容等形式，
积极推动 《马拉喀什条约》 的落地
实施。

此外，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维权部副主任张东旺、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兼残疾人事业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黎建飞、全国人大社会
建设委员会工青妇室处长王阳等结合自
身的实际工作进行了分享与阐述。

2021年国际残障人日庆祝活动在京举办——

凝聚多方力量 关注残障儿童发展

从发放冬衣到捐赠药品，从
资助救援队到提供生计发展基
金，记者从中国十字基金会获悉，
连日来，该基金会积极推进多个
相关公益项目，全力帮助河南和
山西等洪水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
工作。

在河南，首批62名来自河南
7·20特大暴雨受灾家庭的矮小
症患儿通过审核，近日获得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成长天使基金资助
的一年疗程的生长激素药品。首
批总价值170余万元的药品已陆
续发放至受助患儿接受治疗的医
院，患儿将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
使用该批捐赠药品。

据了解，洪灾发生后，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成长天使基金第一时
间携手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河南省人民医
院等省内30多家医院，动员合作
伙伴捐赠总价值500万元的资金
和药品，专项用于资助河南受灾
家庭的矮小症和生育困难患者。
截至目前，已为来自受灾家庭的
62名矮小症患者、50名生育困难
患者提供资助。

与此同时，截至12月 1日，
“援豫救援队保障项目”项目经电
话和资料审核，已为309支救援
队拨付资助款，其中145支救援
队的资助款已全部拨付，累计已
拨付资助款2259万余元。

今年7·20河南特大暴雨发
生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于7月 23日发
起“援豫救援队保障项目”，向驰
援河南灾区的社会应急救援队提
供经费支持，为“挺身而出的凡
人”解决后顾之忧。据统计，接受
该项目资助的救援队转移安置群
众超20万人次、参与卫生防疫消
杀超过7000万平方米。该项目获
得多家企业捐赠和超过18万人

次的公众捐款支持。
在山西，连日来，中国红基会联

合爱心企业捐赠的羽绒服在多家学
校陆续发放。发放现场，孩子们开心
地挑选着自己喜欢的衣服颜色、穿上
新冬衣，兴奋地在操场上、教室里闹
着、笑着，一片欢愉，明亮欢快的色彩
拼织起孩子们五彩斑斓的冬天。

据介绍，今年10月上旬以来，
山西接连遭受强降雨、寒潮等灾害
性天气侵袭。滴滴出行捐赠3000万
元，由滴滴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启动“滴滴应急救援项
目-山西行动”，用于紧急采购救援
物资、过渡安置以及灾后重建等。其
中包括，向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23
所学校捐赠近1.4万件羽绒服，助
力受灾学校的孩子们温暖过冬。

与此同时，为帮助受灾群众恢
复基本生活，助力当地灾后恢复重
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山西温
暖家园”项目，12月 3日也经项目
评审小组审议通过，最终11个机构
入选获得生计发展基金，入选的每
个机构将获最高30万元资助金。

“山西温暖家园”项目发起后，
在为受灾群众提供御寒保暖等生活
保障物资的同时，也通过为社区提
供生计发展基金、开展生计培训，为
受灾群众赋能，支持他们开展生产，
改善经济条件。

“山西温暖家园”项目社区生计
发展基金申报自11月10日启动以
来，共收到来自山西省太原市、晋中
市、吕梁市等地48家机构的申报材
料。层层审核之后，12月 3日最终
确定11家机构入选，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将为每个项目点提供最高30
万元资金。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有序推进各项
工作，全面助力河南山西灾后重建
工作。

中国红基会：

全力推进豫晋地区灾后重建工作
本报记者 舒迪

本报讯（记者 贾宁）孤独症
儿童的手势舞、肢体障碍儿童表
演的《舞狮子》、听障儿童的街舞表
演……在第30个“国际残疾人日”
到来之际，12月2日，北京市残疾
人康复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以“感
恩有你 砥砺前行”为主题的汇报
展示活动，展示中心成立20年来
的康复成果。

走进康复中心，一楼大厅50
幅出自孤独症、智障、听障、脑瘫
及大龄残障儿童之首的优秀画作
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些作品或色
彩亮丽或造型独特，透着孩子们
的天真烂漫和纯洁无瑕。中心二
楼展示了中心多年来获得的荣誉
证书、奖杯奖牌、公开出版发行的
专业书籍等，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集中展示了中心成立20年来所
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中心六楼的报告厅，一群活
泼可爱的小朋友表演起了精彩的节
目。孤独症儿童手势舞《听我说谢谢
你》、肢体障碍儿童表演《舞狮子》、
听障儿童街舞表演《坚持的意义》，
智力障碍儿童非洲鼓表演《小白兔》
等节目，生动活泼，让所有看到了残
障儿童们通过康复训练之后的快
乐、自信、活力。

北京市残联党组书记郭旭升表
示，举办此次康复成果展，既是对康
复服务中心20年来残疾儿童康复
教育成果的全面总结与回顾，也是
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与期待，进一步
营造了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关心关
爱残疾儿童的良好社会氛围。

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举办康复成果展

本报讯 12 月 1日，以“凝
聚慈善力量 助力共同富裕”为
主题的首届中国慈善品牌峰会启
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首届中国慈善品牌峰会系列
活动由人民政协报社与中华思源
工程扶贫基金会联合主办、人民
政协网承办、中国慈善联合会作
为学术支持单位。峰会拟于2022
年3月下旬举行，包含系列采访、
主题论坛、案例推选、报告撰写、
年度慈善榜样致敬等内容，旨在
向社会和公众展现我国慈善组织
和爱心企业兼济天下的磅礴爱
心，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
长的慈善精神，引领和倡导社会
各界充分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
配的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
共同富裕。

据了解，作为峰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首届中国慈善品牌峰会年度
榜样致敬活动旨在致敬一批在慈善
事业、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相关方
面具有突出表现的爱心企业和慈善
项目。年度榜样致敬活动将对峰会
拟致敬和推介的慈善品牌榜样，从

“贡献力”“创新力”“影响力”“持续
推动力”四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审
核。活动组委会向社会公开征集

“2021 国企年度慈善榜样”“2021
民营企业年度慈善榜样”“2021外
（合）资企业年度慈善榜样”和
“2021年度慈善品牌项目”提名名
单，相关单位或企业可报名参加推
选。此外，相关专家、媒体均可对企
业、慈善项目进行推荐。活动组委会
将在首届中国慈善品牌峰会上举行
致敬活动。 （慈萱）

首届中国慈善品牌峰会在京启动
将举行“致敬年度慈善榜样”系列活动

或许，他没有见过朝霞，但，他却可以在盲文里读懂旭日东升的壮美；或许，她无法用声音发
出语言，但，她却可以用手语表达无尽的爱心……

12月3日，为庆祝第30个“国际残疾人日”，一场感人至深的“淋过雨的我，想为你撑伞”无
障爱·生命感动生命分享会在北京举行。活动由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主办，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等协办。

活动现场，4位嘉宾为大家分享了“淋雨”后的自己以及如何为别人“撑伞”的感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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