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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蹚出一条光明坦途”

提起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
很多人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或许是庄
严宏伟的人民大会堂，是迎风招展
的五星红旗，是镜头聚焦下座无虚
席的万人大礼堂。然而，对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王永
澄而言，虽然身临其境，他却需要
在黑暗中用双脚丈量，用双耳倾
听，用指尖触碰，用心灵去感受这
场民主政治生活的盛宴。

“请按表决器！”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大会会场每次响起播报
员的提示声，首次当选人大代表的
王永澄都心潮澎湃。第一次，身旁
的代表询问是否需要帮忙代按投票
键，王永澄笑着婉拒。会前，在夫
人的帮助下，他已反复触摸桌面上
的几个投票按钮很多遍，按钮的位
置和作用，他牢记在心。

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王
永澄是唯一的视障人士。坐在人民
大会堂投上这庄严的一票，青春年
少时的王永澄或许还难以想象。

19岁那年，王永澄因意外事故
导致双目失明。在青春年华失去光
明，曾经多彩的世界忽然落进一片
深邃的黑暗，这让他一度悲观、绝
望。“刚出事那年，几乎躺了一年，
什么也不想干，拒绝和其他人接
触。”直到王永澄遇到妻子，“突然
觉得不能这么活下去。身处黑暗，
那我就蹚出一条光明坦途来。”

雄心壮志再次出现在这个朝气
蓬勃的青年身上，王永澄开始了四
处求学之路。1995年，从河南学习
盲人按摩技术归来的他回到家乡福
建三明，租下一间简陋的门面房，
创办了当地第一家盲人中医推拿保
健所。

“刚开始生意很冷清。”店里没
人来，王永澄就带着技术走出去。

“那时候大伙还没怎么接触过盲人按
摩，我就到社区去免费给按，让更
多人了解的同时，我也能积累经
验。”

王永澄还经常到养老院、福利
院为有需要的老人免费服务。当
时，三明市福利院一位80岁老人患
有严重的关节炎，长期卧床不起。
大半年时间里，王永澄坚持上门为
其按摩治疗，老人最终竟能下地行
走。“听人说，老人家当时笑得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皱纹都舒展
开了。”

“那也是第一次听到别人叫我
‘王医生’，特别激动，原来我也能
帮助其他人。”就这样，王永澄找到

了前进的动力。凭借精湛的技术、
热情的服务、辛勤的付出，王永澄
的保健所逐渐有了起色，还扩大规
模，解决了十几位残疾人的就业
问题。

这时，王永澄有了新的目标，
“心里一直惦记着和我有相似经历的
残障朋友，我想让他们都来‘看
看’我身处的精彩世界，我们都有
梦想成真和人生出彩的机会。”

1997年，王永澄开办福建省首
期视障朋友按摩培训班，将自己的

“绝活”倾囊传授给更多视障朋友，
“希望他们多一种人生选择。很多残
障朋友感受到的那种迷茫，我体验
过。拉他们一把，会有不一样的世
界。”王永澄坚定地说。

“他们就像年轻时的自己”

福州西湖畔的福建省按摩实训
基地，是王永澄周末必去“打卡”
的地方。今年56岁的他喜欢和年轻
人待在一起，用他的话说，学生们
认真的样子，他能感受到，“他们就
好像年轻时的自己。”

这个实训基地已开办了 13年，
王永澄在这里帮助 5万余位视障朋
友实现了按摩技能培训，数千名视
障朋友从这里走出去，实现了自立
自强的创业梦想。

为了更好地指导视障朋友，王
永澄坚信“活到老，学到老”。这些
年，他陆续取得本科学历、主任医
疗按摩师任职资格，成为福建省首
位取得正高职称的视障人士。

2003年，王永澄调到福建省残

联工作。有了“铁饭碗”的王永澄
不想放弃盲人按摩培训，他希望以
自己的创业经历帮助更多视障朋友
自立自强。

“每个视障朋友背后都有一个家
庭，他们能够自立，对其家庭而言
特别重要。”经过 20多年努力，王
永澄将盲人按摩培训事业从三明发
展到福州，创立了福建省海峡视障
朋友按摩指导中心——这是集盲人
按摩技术研究、培训、安置就业和
对外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残疾人职
业培训基地、公益性机构，一年可
免费培训1000多名残疾人。

“王医生总是告诉我们，自立
了，得想着回报社会，因为我们受
过其他人太多的善意和帮助。”视障
学员们记着王永澄的嘱咐，每个节
假日，总能看到他们出现在社区、
学校、工厂、养老院等地，为老人
们开展义诊，参与自己擅长的公益
活动。

做好残疾人朋友的“代言人”

从北京回到福州后，王永澄每
天的行程都满满当当。

“连开了多场宣讲全国‘两会’
精神的分享会。”在福州盲校宣讲
时，他特意带上了代表证，“孩子们
提出的这个简单要求必须满足，他
们很好奇地传着在手里‘看’代表
证。”王永澄告诉孩子们：“未来还
会有更多盲人人大代表，用知识为
更多视障朋友发声。”

“我来自农村最基层，在最艰难
的那段时间，得到了很多温暖和帮

助。我国残疾人事业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是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受益
者。”王永澄说：“作为全国1000多万
视障朋友群体中唯一的全国人大代
表，把残障兄弟姐妹的声音带到大会
上，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看不
见，那就让更多人看见我们。”

今年 2月底，就即将提交大会的
建议，王永澄在漳州与视障朋友群体
座谈。一位视障朋友分享的经历，引
起了他的共鸣，“这位视障朋友独自出
行搭乘飞机，地勤人员得知后热情地
推来轮椅，却让受助者有些尴尬：他
自己能走，只需要有人帮忙引导下方
向。”

“引导视障朋友出行，最好是你在
前面慢点走，我扶着你肩膀或手臂，
就可以通过你身体的起伏动作感知大
概的路况。”这位视障朋友介绍说。

“办法简单易行，只是很多人不知
道。”为此，王永澄一有机会就会和健
全人介绍视障朋友的需求，“大家关心
我们，我们也要主动让大家了解我
们。”他经常鼓励视障朋友多与外界交
流，大胆告诉别人自己需要什么样的
帮助。

王永澄深知，为视障群体发声、
让更多的人知道视障群体的所思所
想、所忧所盼，依然任重道远。

作为两届福建省政协委员，王永
澄就残疾人就业、薪资待遇等问题，
提出相关提案。此外，他呼吁加强残
疾人事业公益宣传，让残疾人的社会
参与感越来越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永澄
提出解决视障朋友医疗按摩人员执业
备案、为随班就读低视力学生出版大
字教材等方面的建议。会上，王永澄
就细化自己的建议与前来旁听分组审
议的部委工作人员反复探讨、沟通。

“我的建议被卫健委的同志专门带了回
去，大会工作人员还和我互留联系方
式。”王永澄高兴地说。

“很感谢人大和政协的参政议政平
台，让我有机会在调研中接触更多残
障朋友，理解他们的所想所盼。”王永
澄说，“无论是提案还是建议，都是自
己长期关注并广泛征求视障朋友群体
的意见得来的。”

谈及未来，王永澄有很多期待和
计划：推动办一所福建省视障朋友按
摩专科医院或社区康复医疗按摩门诊
部，让科班培训出来的视障医生能够
体面就业；推动视障朋友在家门口就
能上专科大学，接受高等学历教育；
推动建设一所集爱眼科普、黑暗体
验、盲人专业养老等功能于一体的养
老机构……在他心中，一条条崭新的
光明坦途正在前方向他和视障朋友们

“招手”，等待他们去开辟。

““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那就让更多人看见我们那就让更多人看见我们！！””
本报记者 郭 帅

“只要有需要，我就像雷锋一样，
一直做下去……”70岁的宗正兰喜欢
这样介绍自己：“我叫‘中阿姨’，就是

‘中国阿姨’的意思。”
这位“中国阿姨”时常用雷锋日记

里的一句话鞭策自己：“我是人民的勤
务员，自己辛苦一点，多为人民做好
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2008年，突如其来的汶川地震让

家住成都市青羊区
栅子街的宗正兰无
法入眠。她听说很
多灾区受伤群众被
转移到成都市第一
骨科医院，于是直
奔而去，每天清早
买排骨炖好营养汤
送到医院，提供各
种帮助，晚上10点
多回家，一直持续
了3个月。

在医院结识了
无数因地震致残的
孩子的她，不仅在
物质上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也用心

用爱关怀着这群小伤员。
姜佳蕊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

敏感的她总是担心路人异样的眼光而
闷闷不乐，更不愿出门。为了帮助她
走出去，宗正兰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
地鼓励她：“孩子，我们上街去听听路
人的真实想法，他们不像你想象中的
那样……”

宗正兰最终把姜佳蕊带到了街

上，并带着她对路人进行“采访”。路
人们纷纷说：“灾区的孩子太勇敢了”

“很佩服他们”“孩子们非常坚强”……
一句句温暖鼓舞的话，让姜佳蕊

抛却了忐忑，当“采访”到第六个人的
时候，她放开宗正兰的手，自信满满、
神情飞扬地走了起来。

此后很多年，宗正兰一直陪伴残
疾孩子做假肢维修、心理重建等服务，
从未停止对他们的关爱。

“帮助一个孩子，就是帮助一个家
庭。”为了帮助更多的残疾孩子自立，
宗正兰成立了“中阿姨爱心家园”。从
此，她的行善之路，越走越宽。

她心疼孩子们，但也有原则，绝不
会惯坏孩子们。“孩子们迟早得融入社
会，我想让他们知道，虽然身体有残
缺，但他们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社会
的财富。”宗正兰动情地说。

她鼓励每一个残疾孩子努力学
习，也摸索出一套“因材施教”的理论，
还成立残疾人艺术团、轮椅网球队、游
泳队、乒乓球队……

有段时间，轮椅网球队员董顺江
的父母准备离婚，他闹情绪不愿再练
网球了，姐姐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

也想休学不读书了。
宗正兰得知此事，主动将董顺江母

亲接到爱心家园住了几天，每天和她促
膝谈心，再通过子女和她做工作，经过
这道心灵桥梁的搭建，这一家人和好
如初。

董顺江又回到了网球队继续练球，
他姐姐也回到川大安心读书。凭借着刻
苦训练，董顺江先后获得轮椅网球世界
杯团体赛冠军、全国轮椅网球锦标赛第
一名，并被北京体育大学录取。那一年，
他的姐姐也考上了研究生。

宗正兰帮助过多少孩子，她自己也
记不清了。她的抽屉里珍藏着很多孩子
的感谢信，其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谢谢
您在成都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不管我
到哪儿，只要回到成都，我都会想到这里
有一个温暖的港湾。

“跟孩子们在一起时间长了，看着他
们都顺利成人、成才，心里特别甜，越做
越有劲儿。”宗正兰说。

2003年，50岁的宗正兰从企业中
退休了，每个月3000元的退休金。宗正
兰不记得自己多久没有添新衣了，她的
退休工资除了基本的生活开销以外，全
部都用在了孩子们身上。

她时常说：“我愿意陪着每一个家庭
去直面困境，我会想尽一切的办法。但
不得不承认，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
个群体，需要的是更多社会爱心的关注
和帮助。”如今，她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可
那颗对行善的热切之心，丝毫不减当年，
她说：“只要有需要，我就一直做下去，像
雷锋一样，做平凡的小事……”（王志平）

“中阿姨”和她的孩子们

在19岁的青春年华失去光明，他却在黑暗中演绎多彩人生；有所成就后，他坚守爱心传递的承诺，帮助6000余位视
障朋友走上自立自强的创业之路。20多年来，他致力于视障人士技能培训，倾情传授自己的毕生“绝活”，学员遍及全
国。他就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王永澄。把视障朋友的声音带上全国“两会”，在他看来是自己义不容辞
的责任。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坚定地说：

进入4月，一团团、一簇簇的
杏花竞相开放，西藏昌都的春日图
景又添了一抹颜色。在丁青县特困
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暖阳下，
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或闲适地打着
扑克牌，或三三两两地轻摇转经
筒、间或聊上几句后会心一笑。

在这里，218名困难人员住得
安心、吃得放心、过得舒心。49
岁的格桑德庆身为“家长”，工作
总是排得满满当当，对大家的照护
事无巨细。

2015 年底，集颐养、护理、
康复、临终关怀为一体的丁青县特
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正式投入
使用，格桑德庆从丁青县养护段调
过来，成为该中心的一名负责人。

“一路走到今天，可以说是
‘摸着石头过河’。”格桑德庆告诉
记者，供养服务中心里生活的大多
是孤寡老人，有些很执拗。刚接手
工作那会儿，由于缺乏工作经验，
自己常因不能很好地照顾他们而垂
头丧气，后来在将心比心的相处
下，久而久之，老人们都说她“比
女儿还亲”。

曾经，中心里很多老人不愿剪
短头发，还喜欢在头上抹酥油。如
何做好他们的个人卫生，是工作人
员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尽管几
番劝说，无奈收效甚微。

“当着所有老人的面，我把头
发全剃了，成了一个锃亮的光
头。”格桑德庆笑着告诉记者，她
当时动作果断，没用几下，一头乌
黑亮丽的头发就落到了地上，甚至
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一直是光头。终
于，因为感动，大部分老人剪掉了
头发，人也干净清爽了很多，个人
卫生有了质的提高。

对中心的每个人，如今的格桑
德庆既是亲人又是朋友。这些年
来，她清楚记得每位困难人员的具
体情况，每逢哪位老人身体不适或
心情不舒畅时，她都会亲自下厨，
做一份爽口清淡的饭菜，端到老人
手里，陪着聊天谈心、疏解压力；
有些老人病情严重无法在西藏治
疗，她想尽办法辗转千里，把他们
送到内地医院救治；看到阿旺曲吉
和觉阿拉姆两位老人自从相识起便
一直形影不离，她和工作人员一

起，帮助他们领取结婚证、举行了藏
式婚礼。

“婚礼当天，供养中心里的老爷
爷们兴高采烈接新郎；老奶奶们欢天
喜地接新娘。63岁的阿亚次仁，自
告奋勇，任婚礼主持，该有的仪式，
一项不缺，老人们乐成一片……”格
桑德庆说，很多老人告诉她，能够在
供养服务中心享受到衣、食、住、
行、医等方面的暖心服务，不仅生活
有了依靠，而且非常满足和幸福。

除了在中心的工作，这些年来，
格桑德庆多次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
关爱孤儿寡母、残疾人士、受灾受难
的家庭及个人，义务献血，捐款捐
物。2013年，她加入“滴水之海爱
心公益服务社”，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对公益有了了解，纷纷报名参与。为
此，格桑德庆专门建了一个“滴水之
海爱心公益社”微信群，她自称“小
溪”，期盼“滴水汇成溪，众溪聚河
海”，从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最高峰时，平均每周有1到 2
名陷入困境的人得到帮助，他们中有
重病无力医治的患者，有不慎被烧
伤、烫伤的小孩，也有独自养育孩子
的单亲妈妈、家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
……”格桑德庆开心地看到，和她一
起做公益的人越来越多、汇聚的力量
越来越大。

2016年，格桑德庆得知“母亲
微笑行动”将在西藏开展活动，立即
组织召集志愿者把这个好消息传递出
去。在“母亲微笑行动”西藏活动现
场，她带着250余名偏远山区孩子前
来治疗，召集大学生志愿者做藏汉双
语翻译，并对特别困难的家庭给予路
费及食宿补助。

自那时起，格桑德庆每年收集全
藏区唇腭裂患儿信息，成为“母亲微
笑行动”不可缺少的一位志愿者。通
过她的公益平台，来自西藏、四川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青海、云南等地
的900多名患儿得到救助、重又绽放
灿烂的笑容。

在藏语中，“格桑”是“美好时
光”或“幸福”的意思。人如其名，
荣获“2022年西藏自治区三八红旗
手”称号的格桑德庆，带着吉祥美好
的情感，不惧挫折，追逐梦想，为了
更多人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而不遗余
力、永葆初心。

格桑德庆：

用爱与奉献筑起幸福家园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本报讯（记者 田福良）记者从
北京通州区慈善协会近日召开的第
三届会员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获悉，
该协会2022年62个慈善项目共惠
民8300余人次。

会议透露，北京市通州区慈善
协 会 2022 年 度 共 募 集 款 物 达
1234.87万余元，较前一年同比增长
87.4%。该协会结合各项目特点和
救助人群的实际情况，制定合规合
理的救助方案，进一步激发慈善项

目活力和所带来的慈善效应，累计完
成62个慈善项目，帮扶救助困难人群
8300余人次，进一步扩大了救助成果，
充分发挥了慈善救助的整体功能。

据了解，2022年全年，北京市通
州区慈善协会在全区22个街道乡镇
开展大病救助工作，共向44名符合条
件的大病家庭予以施救。与此同时，
在疫情防控、扶老助老、困境儿童救助
以及助学帮扶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
有效的成果。

北京市通州区慈善协会：

62个慈善项目惠民8300余人次

“两会”期间，王永澄在驻地使用盲人电脑撰写发言材料。（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舒迪）记者从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芭莎公益慈善
基金获悉，去年底“小红花梦想·
致美计划”项目启动以来，目前
100所“致美计划”项目学校名单
已经全部确认。

据介绍，2022 年的“99 公益
日”，腾讯公益平台推出小红花梦想
活动，倡导公众“一块做好事”，为
100所乡村小学送去美育教育。随

后，该活动携手芭莎公益慈善基金，正
式启动“致美计划”，联动行业内专业
合作伙伴、高校专家等力量共建落地，
共同守护乡村儿童美育梦想。

芭莎公益慈善基金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接下来，“致美计划”将推
动丰富的美育物资、有趣的美育课
堂、专业的教师培训在各个项目学校
落地，美术、音乐等特色美育活动也
将全面有序开展。

“致美计划”公益项目全面开展

宗正兰和被帮扶的孩子宗正兰和被帮扶的孩子

本报讯（记者 照宁）3 月 29
日，厦门第5家“马拉松爱心驿站”成
立，在这里，市民不仅可以得到跑步
等专业运动指导，还有免费休息、饮
水淋浴、康复培训、急救培训等10
余项爱心服务，有温度又接地气。

据了解，从2003年首届赛事
举办至今，厦门马拉松已连续举办
20届，厦门全民健身运动事业蓬
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市民群众加入

健身热潮中。为满足市民的需求，厦
门不断探索“体育+公益”的模式，
如在2010年成立“厦门马拉松红十
字爱心基金”；在2021成立福建省首
家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驿站等。

厦门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马
拉松爱心驿站”将依托厦门马拉松平
台和品牌影响力，联合爱心企业、爱
心机构，从跑步人群聚集的运动场所
开始，逐步在全市范围内设置。

厦门打造“马拉松爱心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