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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惠兵） 8月 17 日，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政协联合省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市妇联在山海书画院举办书画爱
心义卖活动。

活动当天，近50名艺术顾问及书画家
向活动义捐作品，44位区政协委员及社会
爱心人士慷慨解囊，踊跃认购书画作品，共
认捐13.3万元，定向用于支持马尾区妇女
儿童事业发展。

马尾区政协主席张林表示，广大政协委员
要时刻牢记委员身份，以爱心汇聚合力，努力
带动更多人士积极向善向上；以爱心凝聚共
识，立足政协组织联系广泛的特点，发挥政协

“以书画会友、以艺术凝心”的优势，大力宣
传真善美；以爱心服务社会，主动投身慈善事
业，面向广大政协委员、全区各界，开展各类
公益活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到每一位困
难群众心坎上。

福州马尾区政协举办书画义卖

本报讯 （记 者 凌 云 通 讯 员 钟
梅） 8月21日，重庆永川区政协主席文良
印率队走访看望家庭困难的优秀学子，为
他们送去“政协关爱基金”助学款，鼓励
他们努力学习、奋发图强。连日来，区政
协主席会议成员纷纷率队开展“送爱到
家”活动，将政协人的爱心传递到困难学
生家中。

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永川区政协关爱
基金自2010年成立以来，始终播撒“人人可
慈善”的美好愿望，在每年政协全会期间面向
全体政协委员集中募捐一次。目前已连续12
年发放关爱基金528.69万元，让1291名寒门
学子圆梦大学。今年8月，区政协关爱基金管
理委员会已对120名大学生予以资助，资助金
额57.9万元。

重庆永川区政协开展“送爱到家”活动

田间地头的“新潮”直播

8月末，江西省宁都县对坊乡因连续多
日无雨，高温迟迟不肯离去。

虽处处笼罩着热气，但位于对坊乡南部
的半迳村，田间地头却是一派忙碌景象。除
了忙着秋收灌溉，还处处可见立在地里的手
机支架。放下锄头，农户们摇身一变成了主
播，热火朝天地推介着自家的农产品。“又
有人下单了！”汗水一滴一滴洒在土地上，
农民脸上的笑容却无比灿烂。

“互联网太神奇了！发条视频，我们的
产品就能卖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以往，由
于半迳村生产分散、交通不便等原因，许多
优质的农副产品只能在本地和周边“打
转”，农户只能站街叫卖。如今，直播成了
村里最流行的新型热潮，这种方式不仅减少
了传统农产品市场销售的中间环节，同时也
快速打通了市场。

“动动手指就能不再愁销路，做梦都没
想到，多亏了小老弟。”这是村民们共同的
心声。

农户们口中的“小老弟”名叫廖竹生，
是宁都县励志园电子商务团队创办人，也是
当地远近闻名的创业达人，“小老弟”就是
他直播带货的网名。

近日，廖竹生正在宁都县肖田乡黄桃基
地忙着为网友直播带货销售黄桃。因为双手
先天畸形，廖竹生的手腕无法伸直，但他依
旧能熟练地把黄桃切开展示给网友看。

“大家好啊，我是小老弟。”这句话，廖
竹生一天要说很多次。镜头前，廖竹生熟练
地手持云台自拍，通过直播平台推介着农产
品。今年基地黄桃产量达18万斤，网络销
量占了一半以上。

很难想象，如今侃侃而谈的“小老
弟”，曾经因为自己的身体残缺一度自卑、
孤僻，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一脚迈进互联
网的世界，没想到不仅打开了自己世界的大
门，也打开了很多残友和农户的大门。”廖
竹生笑着说。

“让更多人利用电商增收致富，始终是
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承诺。”廖竹生说，通
达天下的网线，成为他逆风飞翔的翅膀，小
有成就后，他想为更多需要的人插上互联网
的翅膀。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小时候特别害怕其他人异样的目光，
心里也很自卑，一度不知道人生的意义。”
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境贫寒，廖竹生作为长
子，想要放弃学业贴补家用，可父母却递给
他一沓子皱巴巴的零钱，想要打消他的担
忧。“全是沾着泥巴的一元、五角叠起来的
零钱，心里特别难受，躲在角落里哭了一
场，突然就不再纠结自己身体上的残缺
了。”那时，廖竹生才注意到父母已经花白
的两鬓和脸上越来越深的皱纹。

不做家里的累赘，成了廖竹生第一个人
生目标。他选择到技校学习计算机应用专
业，希望尽早减轻家里负担，没有想到，一
扇新世界的大门就此向他打开。

鲜有机会接触互联网的他，从零开始学
起，周末也要向班主任借钥匙泡在机房反复
练习。“我双手不灵活，就把事情提前做、反复
做，最后做得也不会比别人差。”廖竹生说。

在校期间，廖竹生得到了不错的实习机
会。“第一单网购成交的时候，眼泪差点掉下
来。利润不高，就二三十元钱，但我看到希望
了。”廖竹生说。18岁这年，他赚到了人生中
的第一个3000元，这相当于父亲卖一年红薯
的收入。

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廖竹生满怀信心去找
工作，却四处遭遇闭门羹，“都觉得我不能胜
任这份工作。”但找到人生目标的廖竹生已经
不再自卑、消沉，他坚信只要不放弃，一定会
有机会。趁着空隙时间，他又自学了平面设计
师和电商美工。

2016年，廖竹生的人生迎来转机。为了
鼓励残疾人创业，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主动找到
他，为他提供免收租金等优惠政策。“肯定要
抓住这次机会。”廖竹生很快有了人生中第一
个创业空间，“不大，就是办公室里一个小隔
间，但特别开心。”

“为了客户的需要，经常熬夜加班。”几年
下来，廖竹生不断得到顾客的认可，“我觉得
我完全有能力实现自我价值，不用任何人施舍
的感觉特别好。”

“梦想只要持久，就能成为现实”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却可以走得
很远，廖竹生深知这一点。

运营电商小有成就后，想起了自己当初找
工作时四处碰壁的情形，廖竹生有了进一步的
人生目标。

“薪资之外，残疾人更想要的是体面和尊
重，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取得应得的报酬。虽然
我们身体上有缺陷，但只要大家聚指成拳，一
定能行。”为此，廖竹生想要聚合一些身残志
坚、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创建平台，传播信
心和希望。

励志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就此成立。初
次和朋友创业销售农产品，由于对市场行情
不了解，大量脐橙滞销，他们亏掉了所有本
金。“当时销售、仓储、包装等环节都没做
好，橙子一边卖一边烂，天天愁得睡不着。”
廖竹生说。

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政府再次给了廖竹
生希望，及时帮助他们协调了10万元周转资
金，并提供了减免住宿费、水电费、租金等一
系列优惠政策。公司被再次“盘活”后，廖竹

生团队总结经验，转单一销售为综合销售，年
营业额很快达到上百万元。

几年时间，廖竹生迅速在当地打开市场，
励志园以高质量的服务和极低的价格赢得市
场，真正成了当地交口称赞的励志团队。“梦
想只要持久，就能成为现实。”这是廖竹生的
心声，他把这句话印在了励志园的门口，鼓励
更多的残疾人朋友。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全国自强模范、中国好人……
这些年，廖竹生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诸多荣
誉。这些鼓励，让他生出了对未来更多的期
待和希望。

在幸福路上继续奋斗

这些年，随着在当地小有名气，廖竹生常
会接到残疾人慕名打来的求职电话，他也一直
力所能及帮助着更多的残疾朋友。

主播黄苏荣今年刚刚20岁出头，因为外
形可爱，在互联网世界，她拥有全国各地不少
的“粉丝”。但曾几何时，她因为是先天性侏
儒症患者而少有朋友。她说，2018年选择加
入励志园是她最正确的选择。

“她刚来的时候几乎不说话的，有点自
闭。”廖竹生说，这可能是很多残疾人朋友的

“通病”。如今，黄苏荣开朗的笑声不时地响彻
办公室。“在这里工作环境松弛，同事都像家
人一样，我们理解彼此的感受。”黄苏荣说。

不仅帮助残疾人，廖竹生还把目光投向了
当地困难家庭，为农户提供更多销路。“从小
目睹了父亲从种植到销售红薯的不易，我知道
销售渠道对农户很重要。”廖竹生采用“电
商+基地+农户”的模式，助力家乡农户销售
农产品，还流转了上百亩果园和茶园，带动了
村民就业。此外，励志园还和多个种养基地签
订采购协议，形成产业联盟，团队也由组建之
初的5人扩展到16人。

展望未来，一幅崭新的蓝图正在廖竹生脑
海里绘制……

“有句农谚叫‘栽上红薯秧，一棵收一
筐’。”廖竹生说，乡村振兴为农村青年提供
了大有可为的舞台，他愿做一株“红薯秧”，
用自己的力量带动更多人参与家乡发展，通
过互联网，让赣南土特产飞出大山，销往全
国各地。

“想为更多残疾人插上追梦的翅膀”
本报记者 郭 帅

因先天性残疾因先天性残疾，，他双手拿不起重物他双手拿不起重物，，却把家乡农产品却把家乡农产品““搬出搬出””了大山了大山；；他曾经求职频频受他曾经求职频频受

挫挫，，如今却帮助如今却帮助100100多名困难残疾群众就业多名困难残疾群众就业；；他有机会前往大城市发展他有机会前往大城市发展，，却选择留在家乡为乡却选择留在家乡为乡

村振兴村振兴““添砖加瓦添砖加瓦””……他就是江西省宁都县对坊乡半迳村村民廖竹生……他就是江西省宁都县对坊乡半迳村村民廖竹生，，曾获曾获““全国自强模范全国自强模范””

““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中国好人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诸多荣誉等诸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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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厦门，一段残疾小伙给核酸检测
点工作人员送早餐的视频，连日来在网络上
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视频中这位有点

“特殊”的小伙子叫余伟钦，是一位早餐摊
的摊主。

儿时的一次高烧，让余伟钦患上了后天
性脑性瘫痪，被评定为肢体四级残疾。因为
肢体残疾，从小到大，余伟钦经历过不少坎
坷，但这从没改变他对生活积极的态度。他
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说:“我除了动作慢一
点、说话有些不清楚之外，和大家没有什么
不一样。”

前几天，他凌晨起床准备了40多份早
餐，抱着三个大筐送去了当地的核酸采样
点。“平时看他们挺辛苦的，就想着为他们
做点事。我看他们吃得挺开心，我也觉得高
兴，觉得自己做了件有价值的小事。”为了
早点将早餐送给检测点的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他5点多就打车出门了，自己却还饿着
肚子。“放在平时，我是舍不得打车的。”余
伟钦说。

这不是余伟钦第一次做“有价值的小
事”了，平时他也经常到随心助残公益服务
中心、南普陀寺当志愿者，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

今年5月开始，余伟钦在公交站附近卖
早餐。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他的摊位并不起
眼，但因为一块“牌子”，却让这个早餐摊
也显得有些特殊。

这块牌子上面写道：“如果您在厦门没有
收入或遇到困难，您可以来跟我说‘来份元气
满满早餐’，我会给您打包一份早餐，您直接
拿走就好……只希望在以后您有能力的日子
里，记得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哦，谢
谢！”

为何会想到为遇到困难的人送早餐？余伟
钦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我经历过囊中羞涩连
买早餐都困难的时候。”中专毕业后，余伟钦
自己创业做电商。“开始做得还不错，也赚了
些钱。但后来受疫情影响，货物砸在手里，欠
了十几万元。”余伟钦说，“最难的时候就想吃
顿饱饭。”那时他就暗暗下定决心，如果以后
有机会一定要力所能及帮助暂时遇到困难的
人。

今年6月高考那几天，由于自己的摊点在
湖里区双十中学周边，他就在摊点上放了几盒
笔芯，为有需求的考生送黑色笔芯。没想到这笔
芯还真派上用场了。在公交站旁，一名女学生忘
带备用笔，问他能否给自己笔芯，他给了女学生
两根笔芯备用。第二天，女学生带着爸爸来摊点
感谢他。原来，考试的时候，她唯一带的笔坏了，
还好有余伟钦给的两根笔芯备用。

除了固定去卖早餐，余伟钦现在还同时做
着几份工作，“十几万的负债目前已经还完大
部分了。”余伟钦说：“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
候，以后我还会力所能及帮助需要的人。”他
希望，一份“元气满满”的早餐，可以带给别
人更多的温暖与力量。

一份爱心早餐，让人“元气满满”
本报记者 照宁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路，顺着三院东侧巷
子往北走大约800米，有一栋与众不同的房
屋。黑色的铁围栏上挂着一个紫色的牌匾，
上方的小字写着：“让爱心无限传递”，下方
的大字写着：“诗梦亭院”。走进院子，塑胶
地面柔软清洁，实木桌椅舒适整齐，高树参
天，绿植扶疏，颇有世外桃源之感。

再往前走，就是主居所了。门的左侧挂
着一块醒目的牌子：“晓玲书会”，黑底黄
字，用红色爱心装饰，这就是房子主人史晓
玲的寓所兼书屋。她把自己的家打造成“晓
玲书会”，邀请残障朋友一起学习、读书，
互相交流，抱团取暖。

在书屋的东南角摆放着两排书架，有诗
歌、散文、小说等书刊。北边墙上挂着史晓
玲创作的诗歌，桌上摆着爱心人士捐赠的电
脑等物品，还有一堆每天必备的药品。

史晓玲是一位脑瘫患者，也是一位诗
人。虽然她因为病痛从未上过学，却靠着
自学，写下了几千首诗歌。“技巧也许不够
纯熟，但情感却深沉，一字一句，都是她
对生命的独特领悟。”病友们这样评价她的
诗歌。

为了让更多脑瘫患友走出家门，提升素
质，融入社会，在残联的资助下，史晓玲通
过网络召集残友，联系志愿者，建立了脑瘫
人士互助组织“脑瘫之友”。她又将自己的
寓所改造成“晓玲书会”，长期举办残健交
友读书会等多种公益活动，附近住院的病人
和周边的邻居都可以来参加。与古今圣贤对
话，在中外经典中滋养，这些活动让残障朋
友收获了友谊、知识。

前些年，父母的相继离世，让史晓玲失
去了依靠，也让她的病情逐渐加重，从吃饭

穿衣到行动走路，全需要靠他人护理。
在史晓玲最绝望的时候，素昧平生的刘训

珍来到她身边，每天精心照护她的生活起居，
七年如一日，不弃不离。

常年照护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重残人
士，刘训珍亲力亲为、照护有加。她的出现，
让史晓玲本就埋在心底的爱的种子不断生根发
芽。“对于她的恩情，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但
我希望把这份爱传递给更多的患友。”史晓玲
伤感地说：“虽然我能做得太有限，但哪怕有
一个患友因为读到我的诗歌而获得一点力量，
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

在最艰难的时刻，史晓玲仍然笔耕不辍，
坚持诗歌创作，成为合肥残友圈中小有名气的
人物。她用扭曲浮肿的手指，断断续续，艰难
写作，将自己的幸福和苦难，坚韧和顽强，一
一呈现在字里行间。

“虽然我遭受了病痛的折磨，但我从来没
有听天由命，放弃努力。我想让生命充实丰
盈，用行动温暖他人，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风
景。”史晓玲说。

前些年，“晓玲书会”接待的人比较多，
最近几年，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只能一两个月
举行一次阅读分享活动。

为了不留遗憾，史晓玲签下了遗体捐赠协
议书，“我想在死后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这个
世界。”她说：“死亡是迟早要来的事，只是我
还有一桩心愿未了，我想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诗
作整理，结集出版。通过这些记录我最艰难时
期的人生感悟，我愿给向命运抗争的人们更多
一点力量，愿给那些正在忍受病痛煎熬的人们
更多一点精神上的鼓舞，增强他们活下去的勇
气和愿望，那样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胡青枫）

“愿给向命运抗争的人更多力量”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门诊大厅，经
常能看到一位穿红色马甲、年逾古稀的慈
祥老人，对患者的求助，她有求必应、耐
心解答。人流量大的时候，她总是忙得团
团转，大半天也顾不上喝一口水。她的名
字叫陈秋娥，曾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
者”。

“我去帮你们问了医生，孩子病情没有
你想得那么严重，只要安心治疗，一定会好
的!”一位住院患者正在等待检查，陈秋娥
见患者家属眉头紧锁，主动上前聊上几句。
她带来的好消息，让患者家属倍感宽慰，眉
头逐渐舒展。

陈秋娥今年73岁了，但做起志愿服务
来，她比年轻人更有干劲。“做的事情其实
都不值一提，主要是引导患者快速找到相应
的诊疗室，找到对应的医生。”陈秋娥笑着
说，“志愿服务就是我现在的工作，跟上班
一样。”

这件红马甲，陈秋娥是从2015年开始
穿上的。当她得知湘雅医院招募志愿者时，

第一时间就报了名，经过近一个月的培训，成
为第一批走进湘雅医院的社会志愿者。

无论炎炎夏日还是寒冬腊月，她几乎全年
无休。遇到一些身体情况堪忧、行动不便的患
者，陈秋娥还会协助患者领取化验单，解答患
者和家属的各种问题。

这些年，陈秋娥把大量的时间用来从事志
愿服务。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儿子是一位生
活无法完全自理的病人，也需要她的照顾。

十多年前，陈秋娥的儿子确诊血友病并做
了手术。住院治疗期间，她们一家人得到了不
少好心人的帮助，医护人员甚至自发捐款帮助
她们减少费用。

“得记住这份恩情。”儿子病情稳定后，陈
秋娥想回馈曾经那些关心她们的人，“就想到
了在医院做志愿者，希望将这份爱和信任传递
下去。”

有一次，医院来了位孤儿需要住院治疗。
因无人照料，志愿者们就承担起了她住院期间
的所有照护工作。“大家轮流值班，轮到我那
天是女孩手术前一天，为了买一种药，我沿着

湘雅路上的药房一家家找，回家时已经晚上9
时多了。”回到家，陈秋娥很自责，生活不能
完全自理的儿子陪着她饿到这么晚。这样的情
况，陈秋娥遇到过几次，也曾因此打了退堂
鼓。

但小女孩出院前的话又让陈秋娥把打退堂
鼓的事抛诸脑外。女孩说：“谢谢您，陈奶
奶，我想和您一起照个相，留着以后想您了看
看。”

“当志愿者是多么快乐的事啊，我还是要
继续做志愿者，把这份爱传递下去。”陈秋娥
笑着说：“其实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小事。”

虽然是医院里最年长的志愿者，但是和一
群年轻的志愿者站在一起，活泼爱笑的陈秋娥
依然看上去特别年轻有活力。“觉得自己还不
老，和大家一起做志愿者，我很快乐很充实。
每次患者得到了帮助，我们就有成就感。”陈
秋娥说，能走出家门参与志愿服务，也让她丰
富了晚年生活，有了更阳光的心态。“希望更
多人来做志愿者，一起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将这份爱和信任传递下去。”

全国最美志愿者陈秋娥：

“将这份爱和信任传递下去”
本报记者 郭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