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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已过，寒意袭人。12月
23日上午，一场“生命接力”在福
建省泉州市一家公立医院进行。

因意外导致脑死亡，年仅 1
岁 2 个月大的瑶瑶（化名）的生
命，永远停留在2021年。但是她
却给3位器官衰竭的小朋友带来
重获新生的希望。

“纵有万般不舍，但我们希望
瑶瑶能够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延
续生命，这样我们会觉得她始终
还活着。”手术室外，瑶瑶父亲强
忍着悲痛说。

在深知女儿的病情已不可逆
转后，瑶瑶父母主动提出捐献孩
子的器官，让瑶瑶的生命以另一
种方式“延续”。

经评估，瑶瑶符合医学捐献
标准。在泉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的见证下，瑶瑶的父母忍受着
巨大的悲痛，毅然签下了捐献同
意书。

在与瑶瑶做最后的告别时，
爸爸妈妈不停地抚摸着孩子的面
容，轻轻地抓着她的小手，摸一摸
她的额头，就像女儿只是睡熟了
一样。他们有千言万语想说，但此
刻只是默默流泪，似乎担心吵到

“熟睡”中的孩子。虽然夫妻二人
情绪平静，但每一个动作都流露
出不舍，令现场人员无不动容。

爸爸说，瑶瑶一直是家里的小
棉袄。每当他忙碌了一天回到家，瑶
瑶奶声奶气的一句“爸爸”，他的疲
惫立即烟消云散。每次夜里加班回
家，看到熟睡中的女儿，更是有一种
满满的幸福感。

当日，瑶瑶被送进手术室，医护
人员伫立默哀。庄重肃穆的送别仪
式后，经过手术，瑶瑶的肝脏和一对
肾脏被成功获取，可以让3位器官
衰竭的小朋友重获新生，为他们的
家庭带去新的希望。瑶瑶的父母期
盼着，受捐的孩子都能平安健康成
长，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慰藉。

据统计，截至12月23日，泉州
市自愿登记捐献器官的总人数达
到23733人，其中今年有8489人自
愿登记。在瑶瑶之前，泉州市年龄
最小的捐献者为1岁6个月。2018
年5月，德化县赤水镇一名18个月
大男童因先天性遗传病去世，他的
父母主动联系红十字会，捐献了孩
子的遗体和角膜，让两名患者重获
光明。

如今，1岁两个月的瑶瑶成为
泉州市乃至福建省年龄最小的捐献
者。

“谢谢你，瑶瑶！希望能有更多
人记住，有位天使来过人间，她的一
生虽短，但爱从未消失！”一位网友
留言说。 （杨昌城）

1岁“小天使”，谢谢你来过……
——福建年龄最小器官捐献者为3个家庭带去希望

与当年“希望工程”的大眼睛苏明
娟一样，5岁藏族小女孩土登卓玛的
命运，也因一张照片而发生了改变。

不久前，在深圳儿童医院，阳光
中醒来的土登卓玛听医生告诉她，

“唇腭裂修复手术非常成功，你很快
就是个更漂亮的小姑娘了。”她稚嫩
的脸庞上，一双清澈的眸子闪动着藏
不住的喜悦和笑意。

一个多月前，也是这双明亮的眼
睛，出现在一组名为 《高原上的义
诊》的手机摄影大赛作品中，吸引了
很多人的目光。照片中，戴着口罩的
土登卓玛望向镜头，有忐忑也有期
待。曾拍摄“希望工程”的摄影师解
海龙在个人账号里，称这张照片为
《口罩里的微笑》，还有很多网友称其
为“新时代的大眼睛”。

“唇腭裂这个先天缺陷，让小姑
娘带着些许自卑，半拉的口罩遮挡了

她完整的笑容。”拍摄者王旭清楚记得
当时的场景。作为摄影志愿者，今年7
月，他跟随公益团队到达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甘孜县。

义诊当天，很多人都是早早来到
现场。人群中，王旭发现3个戴着口
罩的孩子紧紧靠在一起。看了筛查表
后得知，他们是兄妹，哥哥患有脊柱
侧弯，两个女孩患有唇腭裂。逐渐熟
悉后，他用手机拍下了望向自己的一
双眼睛，并在返程后用义诊中记录的
照片参加了摄影大赛，“如果照片能被
更多人看到，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人
关注。”

“整个创作过程中内心颇有感触。”
王旭告诉记者，义诊专家帮助患者筛查
唇腭裂和白内障过程的神情、聚精会神
听取医生建议的藏族小朋友、驱车家访
为藏族家庭进行筛查义诊……眼前所见
深深触动并影响着他。在高原，虽然看

不到大城市的繁华，但王旭能在每个居
民身上看到义诊给他们带来的温暖。

2015 年初次受邀拍摄义诊活动
时，王旭总担心形式大于内容。然而，
跟拍的7天里，他看到3个慈善诊室每
天连轴运转为孩子筛查，看到医生、护
士与志愿者如何马不停蹄地忙碌，看到
一个又一个孩子、一个又一个家庭被治
愈、被救助。由此，他开始真正投身到
公益事业中。

6年时间过去，一个个身影、一张
张面孔，被王旭借助不同拍摄工具最终
以影像定格。高海拔特殊环境下，高原
反应带来的头疼、气短，有时握不住单
反相机，只能用手机拍摄。一个意外的
收获是，王旭发现手机摄影除了更轻便
及时，也更利于抓到拍摄对象自然、真
实的瞬间。

从公益活动的见证者、记录者逐渐
成为参与者，在多次义诊活动中，王旭

看到，尽管是普通的白内障，很多患者
也无力负担治疗费用。而类似唇腭裂这
样的情况，更让很多家庭望尘莫及。

拍更多照片，让高原义诊获得更多
关注，让更多的孩子得到救治。这，是
王旭跟拍高原义诊的愿景与决心。其
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像土
登卓玛这样的高原患儿，正在借助影像
的力量被关注、被看见。

得益于照片《口罩里的微笑》，慈
善组织集结多方善意，治疗的机会也悄
然而至。土登卓玛在深圳进行了唇腭裂
修复手术。目前，她术后恢复良好，和
其他孩子一样，笑容开朗而自信。

“凝聚影像的力量，人们的生活将
得到更好的改变。”小卓玛顺利进行手
术，让王旭看到了更多希望，“相信会
有更多人投入到慈善公益事业中，这将
改变更多高原唇腭裂儿童的人生，弥补
他们的遗憾。”

高原唇腭裂女孩重拾笑容——

一张照片带来的改变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欢迎来到我们的带岗直播
间，今天我们为残疾人士就业专
门搭建通道。”日前，天津市人
社局和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联手
为残障人士打造了一场“有温
度”的招聘活动。

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
务中心直播间场特别的带岗直播
中，软件开发、储备主管、财务
会计、动漫制作……涉及生产制
造、信息技术、金融保险等领域
的 7 家招聘企业提供了 77 个适
合的工作岗位。

现场播放招聘单位的视频宣
传片，企业单位现场介绍岗位要
求，讲待遇，说福利……环节有
条不紊，岗位一目了然，直播节
奏轻松。为了方便听障人士参
与，直播团队还贴心地准备了活
泼鲜明的文字手牌，为直播间增
加着股股暖意。

“和以往的带岗直播相比，
这场直播汇集了更多的支持单
位，也更受关注。”直播间的带
岗主播刘晓威用手语演示了他的
名字。据介绍，为了做好这场直
播，整个团队提前一个月与残联
沟通对接，主播也学会了简单的
手语，并特别注意着放慢语速。

“这是我第一次挑战手语直
播，有点紧张。”在直播中担任
手语翻译的是创美助残就业基地
的卢祥，为了这场直播，拿到稿
子后，他提前几天查手语字典，

背岗位资料，做了充足的准备。
“带岗直播涉及很多平常接触不到
的专业词汇，我也要重新学习手语
怎么表达，加上以往现场翻译可以
通过读唇语直接翻译，而手语直播
要面对屏幕，增加了很多背诵的工
作。”卢祥说：“这对我也是一种挑
战和新的学习机会。能为残障朋友
就业做点事，非常高兴。”

这场手语直播招聘也吸引了
许多残疾人朋友的关注。采访
中，残疾人朋友纷纷表示，这是
一场“有温度”的手语直播招
聘，“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社会的
温情与关爱。”

据了解，本次直播活动中，对
用人单位有意向的残疾人可以直接
与相应的企业联系，也可以通过残
联代为转达求职意向，双方约定面
试。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残疾人
可以到所在区残联报名，各区根据
实际情况安排职能培训。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可
以享受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优
惠，还可享受新安置残疾人就业补
贴，超比例安置的可享受超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安排高校残疾
人毕业生就业见习的最多可以享受
6个月每人每月3000元的就业见习
补贴。”天津北方人才市场中天人
力中心人才配置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中天直播间平台未来还将继续
为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等各类求职
人员提供更便捷的就业渠道。

一场“有温度”的招聘活动
本报记者 张原 李宁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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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花朵

云南昭通的大山里，秋光一闪便
到了漫长的冬季。雪连着下了几天，一
片银装素裹。

彝良县海子镇新场村向阳小学，
支教老师侯长亮看着眼前纯净的白
色，不禁想到去年11月时，他与雷老
师在校园里和学生们一起拍婚纱照，
一袭白纱，也是这般素洁。

这是侯长亮在大山深处度过的第
10个冬天。严寒低温，学校经常因水
管结冰而断水，他每天都要往山上水
井跑两三趟。山坡上，凋零枯萎的植被
披雪挂霜，踩在脚下一不留神就会滑
倒。

可这个湖南小伙儿不在意这些，
教室里很冷，他想让来上学的孩子都
能喝上一口热水，哪怕是暖暖手也好。

山里生活艰苦，侯长亮记得，自己
最初决定支教时，在乡亲们眼中完全
匪夷所思，说他“放着好日子不过”。

当年，侯长亮成为村里仅有的几
个大学生之一，他放弃了贫困生助学
补助，靠奖学金和打工挣钱完成了4
年本科的学业。可谁都没想到，这个

“全村的希望”费尽千辛万苦才从贫苦
乡村走进繁华都市，却要在毕业后到
比自己家乡还落后的“山沟沟”，去教
村里娃。

“一毕业就进了山，走上支教这条
路。酸甜苦辣中，接近11年了。”侯长
亮说，很多人对这样的坚持不理解，甚
至质疑，他自小在山村长大，太清楚老
师对于学生的意义，他的梦想就在山
村学校的三尺讲台上，“一切花草既都
能从阳光下得到生机，各自于阳春烟
景中芳菲一时，我的生命中的花朵，要
为山区孩子而绽放。”

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同班同学
都在跑面试、找工作，侯长亮忙着打包
他的锅碗瓢盆、床单被褥。支教第一
站，位于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
最偏远的尤齐小学。

2011年夏末秋初，背着鼓鼓囊囊
的行李，侯长亮坐着大巴，从县城一路
往村里进发。透过车窗望出去，从前只
在地理课本上了解过的“喀斯特地
貌”，如今无比震撼地展现在眼前。石
山连着深坳，瑶族吊脚楼悬于崖壁上，
玉米插种在石头缝里。

侯长亮后来才知晓，他所前往的
支教地属于全球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带
之一，“除了石头，还是石头”。一间空
教室、一张床，连喝水都成问题。生活
上的困难还在其次，令他更为不解的
是，2/3的学生会在小学四到六年级
期间辍学。

转过年，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天。考
完试放学后，班里一个内向的学生主
动邀请侯长亮去家访。路上要翻越数
座山，天色已晚，侯长亮提议改天再
去，但小女生低着声音说:“老师，如果
您今天不去，我爸爸下个学期可能就
不让我读书了。”

听到这话，侯长亮只说了一句：
“我去拿手电筒。”来到孩子家中，眼前
是连电都没有通的茅草屋，他憋了一

路的疑问一下子堵在心里。
即便总会被学生家中惊心动魄的贫

瘠所刺痛，侯长亮依然坚信，教育是改变
山里孩子命运的唯一方式。为此，他心甘
情愿地在山路之间辗转来回。

支教不设归期

比起山区的艰苦条件，更让侯长亮
感到无力的，是无法一个个说服家长让
孩子继续读书。作为支教老师，他无数次
面对着现实和理想间的残酷抉择。

每月靠着 800多元的支教工资生
活，还要常常自费为孩子们贴补，侯长亮
的生活一直捉襟见肘。2014年初，家里
翻修土坯房，哥哥和弟弟都出了几万元
钱，只有侯长亮一分钱都拿不出。

原本打算支教两年就回到城市的侯
长亮，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别支教
生活。离开尤齐小学的那天，孩子们围着
他的车唱《再见》。唱着唱着，孩子们哭
了，侯长亮的眼泪也再难抑制。他扪心自
问：“离开他们，是不是做错了？”

事实上，作为教育资源极度缺乏的
地区，侯长亮一旦离开，尤齐小学短期内
再难有新的老师。

悬着一颗心，侯长亮到了深圳。城里
什么都方便，他再也不需要喝烧开了再
过滤浮渣的水，也不需要顿顿都烧火做
饭。但每每接到山里孩子们打来的电话，
一声“亮亮老师”会令他一秒破防。

一番思虑后，仅在深圳工作了两个
月的侯长亮怀揣攒下的3000多元，再次
回到大山里继续支教，这次不设归期。

后来，尤齐小学分来几位在编老师，
缓解了师资，侯长亮就前往更缺老师的
山村小学，从广西来到贵州毕节。两年
后，得知教育部门会在下学期为学校一
次招考来8名老师，他再次离开，来到云
南昭通的山村小学，直至今日。也是在这
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宝藏女孩”。

2015年上半年，同样关心支教事业
的雷老师与侯长亮联系。那时她尚在读

研究生，不具备长期支教的条件，侯长亮
只当对方是个心肠不错、对教育事业有
热情的女大学生。

每次选定支教学校之前，侯长亮都
会去实地走访。2017年夏末，去往云南
昭通的绿皮火车上，侯长亮邀请雷老师
同行。爬上山到学校，将近3个小时。后
来，两个人都留了下来。那时侯长亮才明
白，原来这个女孩对于乡村教育的关注
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雷老师的娴静与爱心打动了侯长
亮，那年国庆假期，他鼓足勇气表白。忐
忑等待10天后，他们成了大山里的一对

“支教情侣”。
支教过程中，侯长亮和雷老师带着

孩子们到山里采竹笋、挖蒲公英、摘金钱
花，将优秀品质的培养结合到教学中，鼓
励他们自食其力。同时，他还把自己看到
的乡村教育现状写在微信公众号“落
泥”，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怎样才是真正意
义上帮助大山里的孩子。

不必等候炬火

山路崎岖，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双
腿。支教10年间，背着几十斤的物资上
山进校，是侯长亮常做的事。

2018年3月底，一批外来捐赠的课
外书和蜡笔送到了村里。上山的包裹是
没人送的，要把图书和蜡笔运到学校，只
能靠人和背篓。这次，侯长亮准备了两个
背篓，他一个，雷老师一个。为了少跑几
趟，侯长亮每次都会把自己的背篓塞得
满满的。80斤的课外书背在身上，又是
上山路，侯长亮走不了很快。走在前面的
雷老师转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后来，它成为侯长亮最初发布在抖
音上的视频画面，画面背后，满载着雷老

师的心疼与感动。
去年11月，一个晴好的周五，山风

清朗，侯长亮和雷老师身着中式红色礼
服并排站在校门口。孩子们的笑脸一起
入镜，见证这对“支教情侣”正式成为“支
教夫妻”。

“同为支教老师，生活被学校的事情
排得满满当当。雷老师提议，不如就在支
教的学校，和孩子们一起留下难忘的瞬
间。”侯长亮坦言，不只是为拍婚纱照，更
重要的是为山村教育代言，为山村孩子
代言。

10年支教，其中艰辛绝非简单的10
个1年加起来；所要付出的努力，更不是
简单计算10乘以365天。乡村教育、乡
村振兴任重而道远，在那些偏远地区不
为人们熟知的山村角落，还有许多如同
侯长亮和雷老师一般的“点灯人”，希望
自己成为一根火柴、一个火把，点燃更多
的爱心来关注并支持山村教育。

面对那些想要提供帮助的问询，侯
长亮的多数回答是：“我们这里缺人，孩
子们最需要的是老师。”最近几年，很多
人联系到侯长亮，了解山村小学师资情
况，继而奔赴各地，开始了自己的支教生
涯。其中，有几位老师前往的清河小学、
大田小学，恰好在侯长亮所在的支教小
学附近。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
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
炬火。”这句出自鲁迅先生的名言，是侯
长亮的座右铭。他始终深信，每一点温暖
和善意都像是火种，是孕育未来美好的
基底。

点燃乡村教育的萤火之光点燃乡村教育的萤火之光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常熟
市慈善总会被中华慈善总会评为

“慈善文化进校园”示范单位，这
也是全国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县
级市单位。

近年来，常熟市慈善总会在
全市大力厚植慈善文化，更是将
中小学校园作为培育慈善文化的
主要阵地。去年3月，市慈善总会
联合市教育局发布《“慈善文化进
校园”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慈善文化进
校园活动，将慈善文化引入德育体
系，让青少年从小树立感恩社会、感
恩父母的精神品格，养成勇于承担
社会责任、参与慈善行为的良好生
活方式。2020年，常熟市慈善总会
举办“向上向善”中小学生慈善征文
比赛，优秀作品最终汇编成《向上向
善——常熟中小学生写慈善》一书，
发放给全市中小学生传阅。

（张雨嘉）

常熟市慈善总会

获评全国“慈善文化进校园”示范单位

本报讯（记者 顾磊）12月25
日，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在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设立“上海海港年轮”
基金，以公益的形式来回报社会。

过去的3年中，上海海港足
球俱乐部先后去往西藏、宁夏、新
疆等地，开展“圆梦西部”主题系
列青少年足球公益活动，关爱西

部足球少年，助力区域足球事业发
展。其中，“圆梦屋脊”公益行帮助西
藏日喀则学生实现了到上海与同龄
人切磋球技的梦想，也为西藏的校
园足球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与此
同时海港俱乐部的教练员和球员
们，也坚持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各界
奉献自己的爱心。

上海海港年轮基金在沪设立

有一年家访回来时，他打着手电筒、翻越云贵高原上连绵起
伏的峰丛，并没有一点星光和月色。但3个多小时的山路，始终有
萤火虫相伴。那星星点点的亮光，让漆黑的天幕变得格外漂亮。

每年罗汉笋生长之际，孩子们个个胸前挂着围兜、背着蛇皮袋，穿梭在竹林里。侯长亮不希望学生们过于依赖他人的捐赠，只
有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得回报才是有尊严、有力量、有自信的。他告诉孩子们，不单要走出自然的大山，更要走出“精神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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