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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她曾带着患病的父母求学，早早地担负起家庭的重任；她曾带着梦想求知，唱响一曲自强不息的青春之歌。如今，她

用爱心守护，为特教儿童插上梦想的翅膀。
她是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幼教特教中心教师杨会芳。向阳而生的她，曾先后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

继续传递爱与温暖

春日时分，草长莺飞，满目皆景。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幼教特教中心，围
墙外郁郁葱葱的爬墙虎露出新芽，让校
园更显活泼与朝气。

“琳琳早上好！”“航航，今天是姥
爷来送你呀。”……每个工作日的7点
半，杨会芳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班级
整理、准备教学教具、迎接孩子入园
……在她看来，孩子们蹦蹦跳跳和她问
好的样子，是这个美丽的春天最动人的
朝气。

“点点头来拍拍手，摇摇头来拍拍
手，最后再来转个圈。”杨会芳所在的
特教部康复班，孩子们大多是唐氏综合
征、先天发育迟缓或自闭症患者，往往
一个简单的动作和指令，一节感统训练
课下来，她要重复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每次看着孩子们认真想要做好每个动
作的眼神，感觉自己就有了用不完的耐
心和爱心。他们带给我很多的快乐。”
孩子们也很喜欢小杨老师，课堂气氛总
是特别活跃。

今年3月，杨会芳首次以全国人大
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两会”。工作8
年来，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孩子们这么长
时间。孩子们也想念他们的小杨老师，
总是问代班老师：“杨老师哪天回来
呀？”

让孩子依赖和信任，是杨会芳工作
中最大的成就感。2015年，刚入职的
杨会芳原本被分配到幼教部小班。当第
一次在特教部康复班看到一位患有唐氏
综合征的孩子时，杨会芳很是触动，

“我的母亲也是一名唐氏综合征患者，
成长过程中，我们家得到过来自社会各
界的很多关心爱护，现在有机会，我也
想用爱守护这些孩子们。”

“特教部压力大、任务重，老师一
直比较紧缺。因为自己不是特教专业毕
业的，也没有相关经验，我就申请报名
先去兼职。”杨会芳说，她当时就是希
望给孩子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和幼教班不同，康复班的教学没有
课程大纲，需要根据孩子们的具体情况
而定。初到康复班，虽然状况百出，但
杨会芳处理得却是得心应手，这让特教
部的其他老师们很是惊讶。“从小照顾
妈妈，我有经验也有耐心，更了解家长
们的期望。孩子们可能会因为不会表达
而大哭大闹，甚至课堂秩序有时候特别
混乱，这些情况我都有心理准备。”杨
会芳说。

“能共情是一方面，我更愿意用专

业知识帮助这些孩子。”为此，杨会芳
利用晚上的时间，上网查阅资料，向特
殊教育专业的优秀老师请教，观摩特教
课堂，利用假期进修特殊教育专业课
程，渐渐成了特教部的年轻骨干教师。

每到周末，杨会芳会把家长们聚到
一起，为他们讲解科学的康复训练方
法，和家长们一起帮助孩子。看着孩子
们一点一滴地进步和家长脸上喜悦的笑
容，杨会芳心里比谁都高兴：“通过长
时间的康复训练，我们有很多孩子的语
言、认知能力明显提高，转到了普通幼
儿园去上学。”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无论课堂内外，杨会芳和其他“90
后”一样，总是活泼、开朗、乐观，很少主
动提及家里的困难。很久以后，很多老师
才知道，杨会芳每天中午下课都会急急
忙忙跑回家的真正原因。

杨会芳的母亲患有唐氏综合征，生
活不能自理；父亲在她6岁时又突发疾
病，导致半身不遂。从此，在左邻右舍
帮助下，年幼的她便扛起照顾全家的重
担，开始学习为父母洗漱、做饭、收拾
家务。为了能让父母生活得好一些，稍
大一些，她的节假日就都用来打零工挣
些零花钱。

尽管生活困难，但杨会芳从没耽误
过学习，她坚信，学习能够改变命运。
18岁那年，杨会芳被邯郸学院曲周分
院学前教育专业录取，享受国家优惠政

策学费全免。她不想放弃这次难得的机
会，于是下定决心，“不管学习还是工
作，都要把父母带在身边。”

杨会芳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破旧的
小院，边上学边照料父母。每天一放
学，她就飞快地骑车回家给父母做饭、
洗衣服，有课的话再赶回学校。即使每
天这样匆匆忙忙，她的成绩也一直名列
前茅。

“虽然成长路上吃了很多苦，但我
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从小到大，我身
边始终有好心人的关爱和帮助。”提起
往事，杨会芳有些哽咽。

班主任温老师了解到杨会芳的情况
后，及时向学校反映，并和其他老师同
学们一起，在生活学习上给予她无微不
至的关心和帮助。“温老师最喜欢说的
一句话是，‘放心，老师在！’这句话让
我无比踏实。”杨会芳说，正是因为这
句话，她也立志做一盏温暖的烛光，去
照亮更多孩子的心。

除了亲人、老师，杨会芳还得到了
许多来自社会的关爱。2012年，曲周
县中医院听说了杨会芳的事情，主动联
系她将其父母接到医院的康复科免费照
顾、治疗。这些年，很多爱心人士也纷
纷伸出援手，这些爱心像一缕缕温暖的
阳光，照亮了杨会芳的生活。

对于他人的帮助，杨会芳深深记在
心底。工作后，她加入了当地的爱心
团体，为重病患者捐款，到养老院照
顾孤寡老人，为困难群众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虽然自己能做的事有

限，但我希望尽我所能帮助那些更需
要关爱的人。”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
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杨会芳把这首
诗写在日记本的扉页，她觉得，自己很
像那朵小小的苔花。

从“小家”到“大家”

每天深夜 12 点过后睡觉，早上
5 点 30 分准时起床，从父亲生病之
后，杨会芳几乎一直保持着这个作息。

“白天的碎片时间要照顾家人，只有晚
上夜深人静的时间是自己的，想多学习
些知识，将来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会芳这些年的
飞速进步，身边人都看在眼里。“小杨
老师现在教学方面是当之无愧的青年骨
干，她自己也一直在坚持学习，同时还
承担了不少的社会责任。”园长邵素芬
告诉记者，在杨会芳的影响下，很多老
师如今也留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同时
挤出时间学习业务知识。

2018年，杨会芳当选为河北省人
大代表，今年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她有了更大的平台，去为心里装着的特
殊群体发声。在河北省“两会”上，杨
会芳曾多次就残障儿童康复救助、农村
留守老人养老等问题建言献策。

今年春节前后，杨会芳的行程满满
当当。为了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有
质量的建议，她到当地幼儿园、养老
院、农村困难群众家里开始了大量的
走访调研，回到家后再搜集整理资料，
形成建议。

“在河北省人大有过 5年的历练，
到了全国‘两会’还是会有些紧张，希
望能和其他代表多学习，用实际行动交
出一份合格的履职答卷。”杨会芳说：

“我就来自基层，在工作和做公益的过
程中也接触了很多更需要关爱的人，希
望能为他们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以前我忙忙碌碌地为了自己的
‘小家’。如今，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要为更多的‘大家’代言，我理解
困难群众的难处和需要。”杨会芳说，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困难群众
能感受到她曾收获的温暖和力量。

“慈乌反哺，她带着父母上学，书
写大孝至亲的最真诗行；行健不息，她
带着梦想求知，唱响自立自强的最美乐
章；心存感恩，她是博爱的承载者、传递
者，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是在“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颁奖仪式上，评委给她的
颁奖词。杨会芳说，这段话一直激励着她
以奋斗之姿，不负青春韶华。

以奋斗之姿以奋斗之姿，，不负青春韶华不负青春韶华
——访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曲周县幼教特教中心教师杨会芳

本报记者 郭帅

杨会芳为幼教班的孩子讲绘本杨会芳为幼教班的孩子讲绘本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人间四月，春日正盛。位于湖南省
岳阳市湘阴县南端的东湖生态公园风光
带，暖风拂过，绿叶发芽，鲜花盛开。
每天傍晚，很多居民习惯在湖边散散
步、健健身，人们三三两两凭栏远眺，
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4月11日，晚上7点一过，一群蓝
色的身影让这四月春光更添了一抹亮
色。9位身穿蓝天救援队队服的志愿
者，不时提醒前来休闲娱乐的市民注意
安全，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同时还有两
位队员在仔细检查湖边“溺水立救”应
急箱中的设备是否齐备。“每每看到他
们，我们心里就特别踏实。”市民们纷
纷为他们竖起大拇指。

“自2016年建队，每周二晚上，队

员们会在东湖开展常
态化巡查，风雨无
阻，坚持到今天已经
成了惯例。”湘阴县
蓝天救援队队长张丹
波说，东湖生态公园
的湖域面广、水深，发
生过多起溺水事件。

“溺水立救”应急箱
的设立，就是为了队
员们提升救援效率。

其实，张丹波和
公 益 的 缘 分 早 在
2007 年就已结下，

“那时候刚退役，正等着工作分配，时
间自由，就申请加入了我们当地一个公
益组织。”

张丹波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敬老
院做志愿者，一位老奶奶在寒冬腊月却
仍穿得有些单薄。张丹波默默看在眼
里，活动结束后，返回县城为老人买了
一件棉衣送了过去，后来还经常抽空去
看望她。老奶奶经常在别人面前介绍说
张丹波是自己家亲戚，张丹波听了，心
里暖融融的。

“原来觉得公益就是帮助别人，没
想到自己还能收获那么多的感动。”后
来工作虽然忙了，张丹波在公益路上的
脚步却从未停止。关爱孤寡老人、留守
儿童，节假日为困难群众送温暖……那

些年，张丹波的公益足迹几乎踏遍了全
县所有乡镇。

让张丹波克服大量困难与压力，立
志要成立湘阴蓝天救援队的，是缘于亲
眼所见的一次溺水事故：两个孩子在河
里游泳，哥哥溺水了，弟弟去救，两兄
弟最后都没能救上来。孩子的父母悲痛
欲绝的情景，让他铭记于心。

“当时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河附近
常有溺水事故发生，我就想自己能不能
牵头成立一支公益救援队。”张丹波说。

救援队初成立时，当地很多人听着
新鲜，经常缠着张丹波请教什么是救援
队。他每次都认认真真地回答：“民间纯
公益组织，没有任何盈利，所有经费来源
渠道只有一条——‘爱心’。”很多志同道
合的队员们因为这句话聚到了一起。

张丹波知道，救援队的首要要求是
专业。他通过参加培训、自学等方式，
取得了不少救援证书。严格要求自己的
同时，他也一直要求队友们苦练各项技
能，熟练掌握急救知识，“做队长的，
得保证队友们怎么出门，怎么回来。”

自从救援队成立，张丹波的电话从
未关过机，号码尾数“9958”是他特
意挑选的，“谐音‘救救我吧’，遇到危
险时候，容易记起来。”一有求救，张
丹波无论在哪在做什么，总会第一时间
组织队员，搜救组、医疗组、装备组、
后勤组同时启动，赶赴现场。

有一年腊月二十九，夜里 11 点
半，张丹波的电话响了起来。一辆面包
车疑似落水，请求救援。“给我们打电
话的是司机的爱人，只是堤坝边护栏有
被车撞毁的痕迹，她也不能确定是不是
真的落水。”

挂上电话，张丹波边穿衣服边在群
里招呼可以出任务的队员。“到了现
场，根据经验，我们确认确实有车辆落
水。”张丹波记得，那天夜晚天空很是
阴沉，因为光线昏暗，救援过程并不顺
利。落水车辆被拖上岸时，已是凌晨4
点多了。

确认司机已经溺亡，死者的爱人号
啕大哭。情绪稍微缓和些后，她问张丹
波这次救援的费用。张丹波说：“我们
救援队是免费的，请您节哀。”听到这
话，死者爱人再次情绪崩溃，感谢素不
相识却愿意在冰冷的水中忙碌一宿的队
员们。

“人没救回来，我们很伤心，但说
出救援全免费时，我心里又有一种自
豪。”张丹波说，这是他组建救援队的
初心，从未变过。

“我儿子现在只要看到我穿上队
服，就知道爸爸要出任务了，还会提醒
我注意安全。”提起读幼儿园的儿子，
张丹波语气变得温柔起来。“公益救援
是一种责任和信仰，我会一直做下
去。”张丹波坚定地说。

张丹波：“公益救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本报记者 郭帅

“感谢丁妈妈！因为你的存
在，这个世界忽然变得温暖而明
亮。”今年三八妇女节，丁文洋收
到一张特殊的卡片。卡片虽然简
单，但细节处处体现着手工制作
的用心。小潘在其中倾诉着对丁
妈妈深深的依恋和感激。

九三学社无锡市委会社员丁
文洋是位“90后”，至今尚未步入
婚姻殿堂，但“妈妈”这个称呼对
她来说并不陌生。丁文洋说，她和
小潘相识于江苏无锡宜兴市妇女
联合会开展的“社会妈妈”爱心结
对助学活动。和小潘母女相称，一
晃已经5个春秋。

小潘生在一个单亲家庭，父
亲患有重度听力障碍和其他疾
病，一度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
爷爷奶奶务农的微薄收入维持生
计。虽然基本生活能够保证，但小
潘心里最渴望的，是像其他同学
一样，每天也能叫上一声“妈妈”，
躲在母亲怀里肆意撒娇。

因为“社会妈妈”活动，当时
正读小学五年级的小潘走进了丁
文洋的视野。乖巧的小潘让丁文
洋心疼不已，不仅在经济上对小
潘予以支持，用来纾困小潘家生
活上的负担，还会不时地关心小
潘的生活和学业情况，督促她用
功上进。

“一开始，问问她穿得暖不
暖，吃得饱不饱，她的声音都会哽
咽，太让人心疼了。”丁文洋说：

“现在小潘活泼开朗了很多，见了
面总是叽叽喳喳停不下来，跟我
分享她在学校的趣事和见闻。”

在丁文洋的关心下，如今的
小潘即将参加中考，成绩在班里一
直名列前茅。“我会好好学习，将来
也要成为像丁妈妈一样的人，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小潘说。

像小潘这样得到“社会妈妈”
关爱的困境儿童，丁文洋还资助

了好几个。“其实，这是我从自己
妈妈手中接过的爱心接力棒。”丁
文洋说。

丁文洋的母亲周女士是
2002年首批加入“社会妈妈”项
目的成员之一。在周女士的帮扶
下，一大批困境孩子重新感受到
了来自“妈妈”的温暖，相互成为
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这些孩子和丁文洋一起同吃
同住，一起长大，如今很多都已事
业有成、家庭美满。虽然远在广
州、杭州等地，但她们每每和周女
士视频通话，“妈妈”这个亲密的
称呼总是脱口而出、不绝于口。

“母亲每次视频听到‘妈妈’
的称呼，都乐得合不拢嘴，而我也
一下多了很多兄弟姐妹。”丁文洋
说，也许这就是最大的奖赏。深受
母亲影响，公益慈善的种子在她
心中生根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朵。在工作有所成就后，她坚定地
接过了母亲手中的接力棒，继续从
事“社会妈妈”这份志愿者工作，

“我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去认真对
待，母亲也经常会问起这些孩子。”

自从加入“社会妈妈”之后，
每年节假日等特殊的日子，丁文
洋的身影总会出现在当地中小学
校公益活动现场。平时一到周末，
丁文洋就开上车直奔各个乡镇，
她知道，她的孩子们在等着丁妈
妈。在田间地头和孩子们一起做
些农活，坐在大自然里和孩子们
畅想未来，这是丁文洋最享受的

“亲子时光”。
用母爱点亮困境孩子的心

灯，丁文洋曾获得“宜兴市三八红
旗手”。“这些孩子让我的青春有
了更多的温度，我也收获了很多
的快乐和温暖。”丁文洋说，希望以
后能够关心爱护更多困境中的孩
子，“我愿做他们不离不弃的妈妈。”

（谢莹）

“我愿做他们不离不弃的妈妈”

本报讯（记者 顾磊）由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中
国助残志愿者协会、中国残疾人
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共同主办，
中共青州市委宣传部、市残联等
共同承办的“融合无障‘爱’ 携
手向未来”残障融合主题儿童青
少年摄影作品巡展（青州站）近
日在山东省青州市开幕。

此次参展照片均来自“融合
向未来”摄影比赛，这些照片由

儿童与青少年拍摄，传达了残障
平等理念，传递了环境无障碍、
交流无障碍、心灵无障碍所构筑
的幸福家园和未来愿景。

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
进会副秘书长杨聪介绍说，举办
此次活动旨在向公众展示儿童和
青少年眼中残障融合的图景、传
达残障平等理念，并号召所有人
携手共创平等、友善、融合、共
享的儿童友好社会环境。

残障融合主题儿童青少年摄影作品巡展（青州站）开幕

4月13日，一场充满爱心的捐赠活动在长城脚下举行——声望听
力集团向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声望爱耳公益捐赠 520台助听器，
价值501.9万元。

声望爱耳公益计划自2020年启动以来，以“派送20万个口罩挂
钩”“京疆情助听器捐赠”“听力万里行走进丹东”“走进江西老区”
等一个个落地项目为纽带，惠及各地众多听障人士，积极助力健康中
国建设。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获捐助听器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获捐助听器

湘阴县蓝天救援队队员正在检查湘阴县蓝天救援队队员正在检查““溺水立救溺水立救””应急箱应急箱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近日，国网抚顺供
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又一
次来到辽宁省抚顺县山龙村，帮
助村里清洁光伏太阳能板，确保
光伏设备安全、无隐患地投入运
行，为村里提供源源不断的“阳
光”收入。这是该公司在借鉴系统
内光伏扶贫工程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实地调研后开展实施的帮扶
项目，项目收益将全额纳入村集
体收入，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为切实把乡村振兴
工作做到实处，国网抚顺供电公
司持续推动“雷锋工程”，深化
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建设，组织
开展了“春耕前送化肥”“春季
山菜采购”“关怀孤儿”“垃圾堆
放点修缮”“关爱留守老人安装
爱心座椅”等系列活动，获得了
当地政府和村民的认可与感谢。

下一步，抚顺供电公司将推动
雷锋工程再升级，为助力当地乡村
振兴建设贡献新的力量。（兰程皓）

雷 锋 服 务 队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