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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舒迪）在中华思源工程扶
贫基金会、民建北京市委会、中共门头沟区委
统战部近日主办的“思源·松柏计划”公益项目
捐赠仪式暨民建8+1行动推进会上，“思源工
程”向北京门头沟区的1000位老年人捐赠智
能设备，解决老年人及其家庭日常健康咨询、
慢病用药、孤独焦虑等问题。

“思源·松柏计划”是“思源工程”、思

源健康促进公益基金在去年发起设立的公益
项目，主要面向国内失独老人、空巢老人、
不会使用智能化产品的老年人群体，为其捐
赠智能终端系统（含产品），让老年人及其
家庭享受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该智能终端
系统 （含产品） 还可配合政策宣导、防诈
骗、辟谣等知识服务应用，缓解老龄化带来
的相关社会问题。

“思源工程”向北京千名老人捐赠智能设备

本报讯 （记者 赵莹莹） 9 月 7 日，
“星能冠军助学项目”在江西省赣州市寻乌
县实验小学和城北新区小学进行。北京星
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奥运会跳水冠军高
敏，世界举重冠军熊美英，江西省跳水运
动员喻书怡，跆拳道运动员王鑫等出席活
动。

这是北京星能公益基金会首次将“冠军

精品课”引入学校，由奥运冠军、国家级体
能教授引导青少年用正确、科学的健身方法
进行训练。据高敏介绍，未来北京星能公益
基金会将着重提高加强“星能冠军助学项
目”的普适性与长久性，在原有课程和活动
之上，进行更多的探索与创新，让体育走进
校园，让更多非专业体育的孩子们了解并学
习体育知识。

“星能冠军助学项目”走进赣州

“篮球带给我很多快乐”

上午10点，是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凉亭
坳小学的课间操时间。篮球拍打声让它和其他
课间操有所区分，随着欢快的音乐，孩子们整
齐地运球、带球。“篮球操”是这个学校的特
色，也是很多孩子最爱的一项课间活动。

带领学生们做操的老师名叫张琼琼，是这
套“篮球操”的设计者，“我想把篮球团结协
作、奋发向上的精神融入这套操中，传递给孩
子们。”张琼琼说。

凉亭坳小学是怀化市鹤城区最偏远的山区
小学，70%以上的学生为留守儿童。今年是张
琼琼到大山里的第9年，也是凉亭坳小学女子
篮球队成立的第9年。

“看人，要找人防守，上来阻挡一下！”篮
球场上，队员们早已习惯张教练的严厉。阳光
打在女孩们挂满汗珠的发梢上，散发出属于青
春的别样魅力。这是一支由酷爱篮球的乡村女
孩们组成的队伍，它承载着女孩们成为篮球明
星的梦想，点燃了她们走出大山、拥抱世界的
希望。

9年间，张琼琼将一所山村小学的篮球队
带进了全国赛场，在全国“苗苗杯”小篮球赛
中杀入全国三强。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张琼琼和
队员们流下无数的汗水和泪水。

“每次备战前的强化训练，琼琼是既当爹
又当妈。”其他老师笑着说。一大早，张琼琼
会去附近的市场买上最新鲜的菜，亲手给孩子
们做营养餐，孩子们还在长身体，营养要跟
上。

张琼琼的微信名叫“大山教练”，也是家
长们对他的称呼。他的头像是两个穿着篮球服
奔跑的孩子，简单而形象地诠释了他的工作与
生活。

“因为打篮球，我才有机会去长沙、去上
海。”回想起几次全国比赛的经历，凉亭坳学
校女子篮球队第三届队员谭文雪至今仍心潮澎
湃，球场上呐喊加油的声音让她从未如此自
信，“篮球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

一年见不到几次父母的她，曾经一度性格
孤僻不愿意主动与人交往，“篮球有种魔力，
一摸到球，烦恼全忘了。”越来越开朗的谭文
雪笑着说。

说起对孩子们的期望，张琼琼并不执着于
让她们走专业道路，“篮球只是让她们多了一
种人生选择，我希望篮球能开阔她们的眼界，
让她们身上有种不服输的体育精神。以前她们
可能只想毕业后像父母那样出去打工，现在她
们懂得通过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为了让孩子们能有更广阔的人生道路，除
了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之外，张琼琼还利用晚
自习给她们补习文化课。

回家，回大山

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阳光向上的大山
教练，曾经是个“网瘾”少年。“经常旷课，
有时候甚至通宵去打游戏。”父母平日总是忙
着在外务工，在张琼琼的记忆里，童年是孤独
的。

直到高中体育老师王高的出现，“当时校
篮球队选队员，一开始没有选中我，但王老师
看我喜欢打球也不怕吃苦，就坚持把我留了下
来，还时常鼓励我。”很少受到表扬的张琼琼
突然间觉得，自己昏昏沉沉的生活里照进了一
束光。

得到认可的张琼琼，在训练场上和学习上
的表现仿佛变了一个人。“那时候最享受的，
就是打比赛的时候同学们在旁边为我们加油，
自信心一下就有了。”最终，曾经的“网瘾”

少年凭借篮球特长考入大学，主修体育教育专
业。

毕业后，张琼琼来到北京，在中国男篮前主
帅王非的训练营做助教。北漂的两年里，张琼琼
的专业技能提升飞快，但他觉得，这始终不是他
的归属。

“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回家，回大山。”做助
教的两年，张琼琼看到很多城里孩子通过篮球有
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就想到大山里的孩
子们，体育也可以给他们多一种人生选择。”

2013年，张琼琼辞掉报酬丰厚的工作，通
过湖南省特岗教师考试，来到凉亭坳小学担任体
育老师。张琼琼至今记得初到凉亭坳小学时的情
景：“篮球场上晒的全是谷子，当时心就凉了半
截，觉得自己的特长没有发挥空间了。”

身处山区，吃住在学校，在大山中常年回荡
的鸡鸣犬吠中，张琼琼借着篮球消磨时光。“孩
子们就在边上看，有时候满操场追篮球。”看看
身边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再想想自己的童年，张
琼琼觉得该做点什么。

“小老虎”下山了

一个偶然机会，张琼琼在操场上看到一个拿
着排球当篮球打的小女孩。张琼琼试探性地问她
愿不愿意学篮球，开朗的女孩马上点头，而且马
上拉来了其他6个小伙伴。

“当时我都不知道篮球是什么。”女孩名叫张
丽君，因为性格开朗，她成了凉亭坳小学第一届
女子篮球队队长。

说干就干，清理了球场，张琼琼就带着小队
员从零开始，一周训练4天，早上课前一个小
时，放学后一个半小时，寒暑假也从未间断过。

“当年的水泥地球场，没少让孩子们吃苦
头。夏天，一个个晒成小红人；冬天，很多队员
的手会因练球而红肿皴裂。”张琼琼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但他知道，想取得成绩就要付出更多
的努力。

孩子们冬天穿棉鞋训练，有时候一堂课还没
上完，鞋面就开口了。没有经费，张琼琼就自掏
腰包为孩子们购置了专业的球衣、球鞋、篮球。
刚组队那年，正赶上张琼琼的妻子怀了孕，球队
的额外支出让夫妻俩银行卡上总是空空如也。

篮球队训练不足一年时间，就迎来了第一次
挑战：2014年，怀化市鹤城区举办中小学篮球
比赛。在参赛的篮球队中，凉亭坳女子篮球队是

唯一的农村女子篮球队。
赛场上，张丽君和队员们像小老虎下了山，

全场紧逼，势不可挡。第一场终场哨响，“76比
0”的成绩瞬间就在怀化市中小学里“炸开了
锅”。张琼琼在赛后得知，比赛前遭受的冷嘲热
讽激发了队员们的斗志，“可能是觉得我们从农
村来的，不会打篮球。”

“自那以后，她们的自信心一下就上去了。”
此后，凉亭坳女子篮球队迅速成长，在全国比赛
中接连取得好成绩。乘坐高铁出行，孩子们从最
初异常兴奋到习以为常，她们看着身后的大山在
列车飞速前进中慢慢变小，直至消失……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今年元旦后，就读于武汉体育学院的张丽君
签约武汉盛帆职业篮球俱乐部。她第一时间给张
琼琼打了电话，抑制不住地兴奋。张琼琼比她更
激动，在朋友圈里写道：“恭喜大魔王，继学校
队史第一位大学球员后，再次刷新纪录走向职
业，未来可期，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在没有拿起篮球前，张丽君一直学习成绩比
较落后。“她家里弟弟妹妹多，爷爷奶奶也没有
时间照顾她。”张琼琼说，在篮球队摔打的这几
年，让丽君有了质的飞跃。对于琼琼教练，张丽
君内心充满感激，“不止篮球训练。生活、学习
上也处处照顾我，那种温暖像爸爸。”每次假期
回家，丽君总是第一时间冲到学校找教练说说心
里话。

如今，这支“神奇”的篮球队，也引起湖南
省内外教育界、体育界人士的关注。中国篮协主
席姚明邀请他们参加活动；NBA球星林书豪等
与他们面对面交流。鹤城区教育局为其划拨了用
于篮球事业的专项经费，一些机构和网友主动向
学校捐款……更重要的是，篮球点亮了这些山村
孩子的梦想。包括丽君在内，这些年，50多名
山里娃通过篮球特长升入优质学校学习。

逐梦路上，张琼琼收获满满。他曾先后获得
“中国好人”“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伴随
着荣誉，不少学校和培训机构向张琼琼递来了橄
榄枝，更高的收入、更广阔的平台没有让张琼琼
动摇自己的初心，原本3年的特岗教师生涯，如
今他已经坚守了9年。

“理由很简单，希望大山里的孩子可以通过
篮球接触外面的世界，都有多一种人生选择的机
会。”张琼琼说。

走出大山 拥抱世界
——“中国好人”张琼琼和乡村小学女子篮球队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郭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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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职业运动员成为职业运动员。。

邓鹰是带着“黑暗”出生的，因双眼视网
膜脱落，他出生不久即遭抛弃，在福利院度过
了7年。后来，他的养父，一名荆州日报的记
者领养了他，并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带着他
四处求医。皇天不负有心人，邓鹰的眼睛复明
了。

如今43岁的邓鹰，一直未婚，却有个9
岁的养女思竹。思竹患有先天性唇腭裂及聋哑
症，和邓鹰有着相似的经历。“觉得和这个孩
子有缘，就收养了她。”邓鹰从未想过这件事
对自己的影响，“只是想着不能让孩子成了孤
儿。”

为了让孩子有个好前程，邓鹰把思竹送到
专业的特教学校读书。因为思竹对摄影感兴
趣，邓鹰就省吃俭用为她买来心仪的单反相
机，鼓励她用相机记录自己看到的世界。他希
望思竹能从中获得快乐，也能拥有一门特长。

虽然童年在黑暗中度过，但因为有养父的
爱，邓鹰感受到了光明。自身的特殊经历，让

他深深体会到爱给一个人，尤其是身有残疾的
人，带来的希望与力量。2007年7月，他组建
了“快乐自强互助志愿者群”，后升级为“自强
互助志愿者爱心联盟”。

“平时很难看到他，只有在累的时候才会回
家睡觉。不是在福利院陪老人，就是在孤儿院给
小朋友表演节目。”邓鹰的邻居说。

联盟的志愿者是来自全国各地自强不息的残
疾网友，也有为帮助残疾人而奔波的社会工作
者，更有愿意无私奉献爱心的青年志愿者。

邓鹰作为会长，每个月都会策划一次公益活
动，开办盲人电脑培训班，带盲人参观博物馆、
到孤儿院送温暖……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身处黑
暗的人们，也能感受到五彩斑斓的世界。

“做志愿者，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他
说：“只要想到父亲倾家荡产，把我从双目失明
的黑暗里拉了出来，我就觉得我得再为残疾朋友
多做些事。”

2020年春节，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

重的时候，邓鹰报名参加了志愿服务队。此前不
久，他刚刚查出颅内血管肿瘤，“坐不住，干点
事还舒服点。”

2020年 2月，他来到了武汉火神山医院，
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每天负责给隔离病人送餐。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送完早餐后，他们
又争分夺秒赶到护士站，帮忙体温测量、核酸检
测、登记、消杀等工作。到了午餐和晚餐时间，
再赶回去做餐饮运送工作。

“我们就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多做一点就多
做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快点好起来。”邓鹰说。

近两年，邓鹰有些“折腾”不动了。因颅内
血管肿瘤压迫神经，身体每况愈下，视力也越来
越差。对于恢复健康，重见光明，邓鹰一直在努
力着，他帮助过的人，还有那些素不相识的好心
人，也在一点一点给予他力量。“已经安排了手
术，下了手术台，还得做志愿者，只为把光明带
给更多的人。”邓鹰乐观地说。

（王志平）

只为把光明带给更多的人

“影片开头是一张结婚照，男女主人公
憔悴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因为他们认识还
不到一天。”杜诚诚是湖北武汉市青山区蒋
家墩社区盲人电影院的义务讲解员。最近，
她正在练习电影《隐入尘烟》的讲解。很多
听过她电影讲解的盲人朋友并不知道，杜诚
诚是一位重度肢残人士。

20岁那年，杜诚诚因为一场病变导致
左腿高位截肢。“当时完全不敢想象自己将
来的生活。”但她没有自暴自弃，虽然不得
已休学在家，还是坚持学习。得知武汉市统
一招聘残疾人社区工作者的消息后，她鼓起
勇气报名参加，并顺利通过招考，成为青山
区蒋家墩社区残疾人协理员（社区干事）。

“那时我每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元，但每
天都很开心，因为我可以自食其力了，哪怕
是做一些细微琐碎的小事，对我来说都意味
着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杜诚诚说。

和盲人朋友的结缘，源于杜诚诚的志愿
服务梦。2010年，在杜诚诚做完截肢手术
一年后，她听说武汉市残联要在每个社区建
立盲人电影院，“不假思索就报名了，我一
直想做一名志愿者，帮助有需要的人，也想
证明自己能行。”此后，杜诚诚开始义务为
盲人讲解电影，十余年如一日。

一部电影最多2个多小时，但为盲人朋
友讲电影，杜诚诚需要一次次反复观看……

“每部电影看个几十遍是常事。首先要选片，
然后闭上眼睛自己先听一遍电影，把听不懂
的地方记录下来，再反复观看影片，最后才开
始写解说词。”提起电影讲解，杜诚诚打开了
话匣子，“最后，我会再闭上眼睛把电影听一
遍，检查一下我是否遗漏了哪些细节。”

“最难的就是选片。”同为残疾人的杜诚
诚情感细腻，偏爱选择一些温馨又有些励志
的影片。“为了让视障朋友能更好地理解电
影，其中每一个画面要表达的
内容、人物表情、人物动作都
需要形成文字。”杜诚诚说。

“有些比较难理解的片
段，即使两三分钟，可能也要
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写解说
词。”由于不能久坐，杜诚诚
常常趴在床上写稿子，累了就
换一个姿势继续写。一部电影
讲解稿，按复杂程度通常需要
紧锣密鼓地准备一到三个月。
遇上最新上映、无法从网上下
载的影片，杜诚诚就自掏腰包
到电影院反复观看，然后凭借
记忆写下解说词。

“ 我 经 常 会 带 些 吃 的
‘泡’在电影院里，一坐几乎
就是一整天。”因为截肢的缘

故，杜诚诚要时不时地拍打、按摩自己的腰
和大腿，才能缓解久坐带来的下肢酸痛。

杜诚诚至今记得，电影《山楂树之恋》
是她为盲人朋友们讲的第一部电影。“当时
我坐在一张小桌子前面，特别安静，大家的
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楚。那次大多是有视力障
碍的老人和孩子。”杜诚诚回忆说：“第一次
讲电影，特别紧张，我能感觉到声音都有些
发抖。”

直到电影结束，杜诚诚都还没有从紧张
中平复下来。让她意外的是，几个“观众”
找过来，握着她的手说：“我活了半辈子，
还是第一次‘看’电影。”

“声音能穿透黑暗，帮盲人朋友看懂电
影，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杜诚
诚说，那时候她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
坚持做下去。

十余年时间，杜诚诚真正成了盲人朋友
看电影的“眼睛”。她为1万多人次的视障
朋友们讲了300多场电影，写下了100多万
字的讲解稿。

除了在盲人电影院讲电影，她还开辟了
网上直播通道。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全国有
30多万人次在线收听过她的电影讲解。

除了为视障残疾人讲解电影，作为残
疾人工作者，杜诚诚在平时还经常倾听残
疾人朋友的委屈和烦恼，帮助他们解决就
业、就学等问题。在社区残疾人心里，杜
诚诚早已成了他们的知心人……为此，她
也获得了全国最美志愿者、湖北省道德模
范等荣誉。

杜诚诚说，无论是给盲人讲电影还是社
区工作，点点滴滴都是她努力生活的注脚，
也是她追光的足迹。“我就想成为他们黑暗
中的那束光。能为同是残疾人的朋友们多做
点事，成为他们的光，特别高兴。”

“全国最美志愿者”杜诚诚：

“我想成为黑暗中的那束光”
本报记者 郭帅

张琼琼和孩子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贾宁）应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称多县请求，北京市石景山区提供的
5万只外科口罩、3800套医用防护服以及护
目镜、面罩等价值50万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物资已于日前顺利运抵称多县。

称多县是石景山区对口支援帮扶地区。

日前，称多县与石景山区对口支援办联系，为
称多县争取物资支援。石景山区收到支援请
求后，迅速完成资金调配和物资采购程序，并
将物资发往玉树州。此外，北京市两家国有
企业还向玉树州人民医院捐款20万元，支援
当地疫情防控工作。

北京石景山支援青海玉树防疫工作

杜诚诚正在准备电影解说词杜诚诚正在准备电影解说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