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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时，因病双目失明的张晨在母校种下了一颗关于音乐和梦想的种子。毕业后，她毅然回到母
校，成为一名教师，用音乐为残障学生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在音符中感受生命的色彩。她说：“音乐
是我心中的光，我想让这束光‘住’进更多残障孩子的心田。”

近日，张晨荣获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浙江兰溪，黄店镇刘家村
一处简陋但整洁的平房内，连
日来不时有客人进进出出。这
里，是刘汉青的家。最近，他
生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前来看
望的朋友们络绎不绝。“他是个
大好人，我们村只要有年轻人
考上大学，都能收到他的红
包。”邻居刘广东说，提起刘汉
青，村里没有人不竖大拇指。

40年来，刘汉青坚持捐款
助人，将自己省吃俭用存下来
的积蓄，全部用来帮扶困难群
体，累计捐款20多万元，先后
获评“金华好人”“浙江好人”。

“我不求回报，只为心安。”刘汉
青说：“有人劝我留钱养老，可
我想给更需要的人。”

已经古稀之年的刘汉青6
岁时母亲离世，由于家庭拮
据，他只读了一年小学便辍学
回家。18岁时，刘汉青的爷
爷瘫痪在床，他只身一人赴江
西做工挣钱为其看病。那时
起，刘汉青便经常帮助身边
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小时候受过很多人的帮
助，我都记在心里，但那时候
只能帮乡亲们挑挑水、砍砍
柴。”工作后，刘汉青只要听
到谁家有难处，一定会出钱出
力。他记忆中，第一次出钱助
人是40多年前的事。“当时和
工友一起做点小生意，没成
家，也花不到什么钱。”知道村
里有户人家因为生活困难，家
里3个孩子即将辍学后，刘汉
青就把工资拿出来供他们读书。

提到捐款助人的初衷，刘
汉青说，自己出身穷苦，深知
过日子不容易，看到别人有困
难的时候，心里会特别难受，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我很喜
欢读书，但是小时候家里
穷，供不起我上学。我自己受

过苦，不能再让孩子们也这
样。”刘汉青朴实地说。

命运总是爱和人开玩笑。
正当刘汉青事业干得如火如荼
时，一场意外导致他被压断右
腿，并且留下了后遗症。看病
花了不少钱，不仅落下了病根
子，经济来源也断了，他只好
回到家乡。开茶馆、卖煤饼、
打零工……右腿残疾的刘汉青
回到兰溪，找了不少工作维持
生计。直到2010年，他在金
华当起了环卫工，负责汽车城
一带的垃圾清运工作。

虽然每月工资仅3000余
元，但刘汉青帮助人的心，一
刻也没有停过。生活的困苦在
乐观的刘汉青面前，就像太阳
之下稀薄的云朵，并没有阻止
他散发热与光芒。工作之余，
他行善的脚步从未停止。

听说铁路边有一位老人生
活困难，他便经常带东西去看
望老人，时不时塞点钱，还帮
老人找了间暖和的房子；得知
婺州街有个住在棚屋的老人中
风了，他将当月发的工资送了
过去；他出钱出力，帮助离家
出走的17岁安徽男孩找到了
家……

每个月，刘汉青都会从微
薄的收入里拿出500元用于帮
助家乡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多
年来从未间断。“汉清其他的钱
也基本全帮别人了。”刘广东
说，刘汉青的房子漏雨很久
了，却从来没有花钱修理。

总有人出于善意提醒刘汉
青：再这么捐下去，你以后养
老怎么办？刘汉青笑着说：

“我没想这么多，只要不生大
病，日子总能过去的。我就知
道一件事，人有困难能帮就得
帮一把，做好事，不吃亏。”

（刘志军）

“做好事，不吃亏”

本报讯 （记 者 舒 迪）
“12载年华·希望与改变——
2023李锦记希望厨师公益嘉
年华”近日在北京市劲松职业
高中举办。

希望厨师项目自2011年
启动，每年从全国公开招募有
志从事中餐烹饪的困境家庭青
年，全额资助（全额学杂费+
生活补助+交通补贴）其入读
国家正规职业高中中餐烹饪专
业，并鼓励学员学成后投身餐
饮企业，为中餐业的发展贡献
力量。

迄今为止，李锦记捐资逾
千万元，资助了来自23个省
市1100余名热爱中餐烹饪的
有为青年学厨圆梦，其中670
余人已经毕业并有着良好的就
业去向。一批又一批家境困难
的青年因为希望厨师项目改写
命运，逐渐有能力带领自身及
其家庭走向致富。

活动现场发布了2023年
李锦记希望厨师招生计划，今
年希望厨师招生于5月4日启
动，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招募
100余名有志青年学厨圆梦。

2023希望厨师公益嘉年华在京举办

5月 5日早上7点，南加准时起床，
在孙子的帮助下，他熟练地戴好假肢。
窗外，大雪覆盖了大地。南加在两个女
儿的搀扶下，走在一片被大雪覆盖的树
林里。这片土地，在南加小的时候是一
片林地，后来生态退化，成为盐碱地，经
过南加和志愿者们20多年的努力，终于
从寸草不生恢复到他儿时的模样。

今年60岁的南加，是青海省共和县
倒淌河镇梅雅村的藏族牧民。20世纪
90年代，南加家附近的小泊湖被开发成
旅游景点，人们开始对湿地进行排水改
造，大面积的湿地变得干涸，风卷起了河
床里的尘土，沙化逐渐扩大，附近一些原
本水草丰美的草场渐渐被黄沙吞噬。“这
里原本是整个青海湖青草最早长出来的
地方，那时候却变成了青海湖附近最大
的沙地。”南加无奈地说。

1991年开始，作为一个普通牧民，
南加先后开始保护普氏原羚、复苏小泊
湖湿地、救助青海湖湟鱼、360公里环青
海湖捡拾垃圾等志愿活动，目前他还在
进行喜玛拉登沙漠的治理。被他唤醒和
影响的人，也一点点从小泊湖边上的一
个村子，蔓延到青海湖周围40多个村
子、13个寺庙，直到更多的人。

10多年前，南加因骑摩托车被撞
伤，留下腿疾，医嘱需远离风寒。但他长
期巡护湟鱼，冬季经常睡在冰面，或在冰
冷的水里捡拾垃圾，病情逐渐严重。
2019年，南加腿部感染恶化到几乎不能
下地行走。2020 年 1月，因为腿疾加
重，南加体重从160斤降到90斤，紧急
接受了右腿膝盖以下的截肢手术，并安
装假肢。

戴上假肢并没有阻止南加守护家乡
的步伐，他继续在恢复喜玛拉登沙漠植

被的路上奔走。南加说，保护好青海湖
是他“毕生的梦想”，因此，他也被很多人
亲切地称为环保“愚公”。

1997年，村里划分草场，南加主动
要来已经变成盐碱地的小泊湖，扎下帐
房，带着家人进行改造。“生态保护就是
自己家的事，家里的事就要不计成本。”
南加卖掉了所有的牛羊，在湿地周围设
立围栏，购置发电机、抽水泵，然后注入
水源，种树种草，遏制沙化，放水养鱼，改
善水质。南加家中的一组照片，呈现了
他在小泊湖辛勤耕耘了20多年的家园，
从寸草不生到绿荫包裹的神奇对比。

在恢复了小泊湖湿地后，南加的目
光转向了不远处那些不断向自己的家推
进的土黄色沙丘。“我们把收集到的本地
植物的种子，撒在沙丘上，把牛羊赶上沙
山，靠它们的脚力来回翻沙，将草籽深
埋，这样长出的草又高又密能有30-40
厘米高，省钱省力。”南加总笑着说：“这

辈子没白活，至少干了件好事。”
在了解了南加做的事后，当地相关部

门曾为其出资建了“普氏原羚救助基地”，
在“救助基地”前的湿地上，有一片小小铁
丝网围起来的“气象监测点”，这是青海师
范大学设置的。过去的若干年里，这里承
担着公众环保教育基地的功能。

2021年，在爱心企业和公益机构的帮
助下，南加又建起了一家生态博物馆。如
今，这个民间生态博物馆已增添了很多翔
实的内容，涵盖了青海湖乃至整个青藏高
原的文化生活习俗、环境生态保护和自然
资源研究，并被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授牌“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
泊湖生态科普基地”。

在博物馆展板上，展示着南加和来自
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360公里环青海湖捡
拾垃圾，帮助牧民们再次见到了葱绿草地、
清澈流水的家园的故事。

博物馆内，在保护鸟类的专题展板里，
有一张南加和治愈的大天鹅的照片，很多
参观者会在这张照片前驻足许久。

照片背后，有一段感人的故事。一次
巡护中，南加发现了被狐狸咬死的16只天
鹅，其中一只还有呼吸，“它就趴在那，把它
扶起来再放开，它就砰咚又倒下去。”南加
带它回家，发现了天鹅从脖子到腹部的撕
裂伤，“我把它的伤口全部缝上，缝了18
针，然后涂上了消炎药。”20天后，南加把
已经奇迹般恢复健康的天鹅放归。

第二年的冬天，南加和志愿者们到湖
面巡护，看到一群天鹅中的其中一只突然
走了出来。南加一眼就认出，这是他曾救
助的那只天鹅。他把相机递给身旁的一位
志愿者，“我告诉他，如果这只天鹅真的过
来，给我拍个照留念。”这时候，天鹅半走半
飞地到了南加身旁，靠在他的膝盖上不停

地咕咕咕叫。夕阳西下，这幅动人的画面
被永远地定格下来。

南加看到天鹅的胸口沾了块泥巴而且
冻住了，就弯下腰伸手一点点给抠下来，大
天鹅不断地叫，不断地用长嘴触摸南加的
额头，“不像人类流泪，天鹅的眼泪是一颗
一颗滴下来的。”南加摸着天鹅脖子上缝合
的伤口，“我从记事起就是没有流过眼泪的
一个人，那一次我也忍不住流泪了。”

如今，青海湖已经有了小泊湖湿地保
护站和物种监测站，更多的学者、大学师
生、志愿者、参观者还有公益组织正在为青
海湖的生态建设努力着。过去两年，虽然
受新冠疫情影响，小泊湖湿地生态博物馆
仍然迎来了大约3000多人。“今年一切恢
复正常了，到访的人会多起来的。”南加说，
随着天气转暖，博物馆接到了很多预约到
访的电话。

“现在普氏原羚保护好了，青海湖垃圾
治理好了，盗捕现象也绝迹了，不需要再像
以前那样拼命跑腿去保护了，虽然少了条
腿，也不会遗憾了。”南加偶尔也会感叹，靠
自己的腿，再也走不到青海湖了。

如今，南加会在生态博物馆为志愿者
们介绍环保知识以及青海湖创建国家公园
过程中还需要关注的社区问题，让环保理
念在青海湖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

“现在有很多大学生来这里调研，还有
志愿者们。要是有了更多的住房和公共厕
所，这里就能接待更多关心环境与生态的
人。”今年，南加计划把牛圈里的十几头牛
卖掉，筹集一部分资金，将公众环保教育基
地再翻新一下，让来到小泊湖的环保志愿
者有个共同的生态家园。“现在目标越来越
近了，爱德基金会、腾讯公益等公益组织给
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南加充满期待
地说。

“环保愚公”南加：为了记忆中美丽的故乡
本报记者 郭帅

本报讯 （记者 赵莹莹）
由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湖
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现代
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联
合举办的“梦想之屋”捐赠仪
式，近日在湖南省娄底市娄星
区杉山镇桐梓小学举行。此次
活动向学校捐赠了音乐设备、
体育器具、电脑等种类丰富的
教育设备和硬件设施，为孩子
们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更为
他们的逐梦之路添砖加瓦。

现代汽车“梦想之屋”项

目帮助桐梓小学丰富教育教学
设备设施的同时，还通过搭建

“梦想课堂”分享知识、开展体
育活动，助力在校学生加强体
育锻炼，陶冶情操，实现“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截至目前，“梦想之屋”
已先后走进79所小学，累计
捐赠价值约860万余元的教育
器材，搭建“梦想课堂”以及

“梦想奖学金”等助学公益项
目，助力广大青少年追逐
梦想。

“梦想之屋”落户湖南娄底

点点微光照亮前路

5月4日，北京在春雨中迎来了节
后的首个工作日。

天空阴沉，气温微凉，从安徽省安
庆市赶来的张晨心里却充满阳光。当
天，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2022
年度“两红两优”颁奖活动在北京中央
团校举行。一身白色西装的张晨，在先
生的引导下，缓步走上领奖台，接过闪
闪发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于她而
言，这项荣誉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张晨是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音
乐老师，她所教的孩子们和她一样，因为
视力障碍，看不见或看不清这个世界。

出生一个月时，张晨被诊断为先天
性高度弱视，模糊的微光伴随着她的童
年。13岁那年，视网膜脱落让张晨的
世界彻底陷入了黑暗。

“突然看不见，很不适应。之前明
明很简单的事情，突然变得那么难，感
觉自己就像被捆住了手脚。”之后很长
一段时间，张晨都处在焦躁不安中。

直到有一天，一首钢琴曲偶然间抚
平了她的焦虑。“我在听一首曲子的时
候感觉到了巨大的安抚，那一刻，好像
突然从无助自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了。”音乐打开了张晨的内心，让她有
了探索这个世界的力量，“静下心来
后，我发现自己回忆起了很多以前看到
过的色彩，当时就想，也许看不见也不
是那么可怕的事情。”

因为身处黑暗，张晨学钢琴的过程
磕磕绊绊。“很难，首先要在盲谱上摸
着背，之后再去钢琴上试，左手右手都
练习好了，再把两只手合在一起，才能
弹出一首完整的曲子。”张晨说，最怕
遇到的是琴键跨度特别大的谱子。对健
全人而言，余光瞄上一眼就能解决的事
情，张晨需要一遍遍地去试错，直到很
多遍后形成肌肉记忆。

“可能是命运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开了一扇窗吧。”张晨慢慢感觉到了自
己在音乐上的天赋，听上一遍的谱子她
就能记住，练习钢琴也越来越得心应
手，“感觉自己很幸运，找到了对生命
的热爱和乐趣，生活一下变得很宁静，
精神上也很富足。”

做音乐教师的这些年，最让张晨欣
慰的，是音乐带给学生们的改变，“我
觉得孩子们变得更自信了，也更能感受
到周围的温暖和爱，对自己身体的残障
这件事更加接纳了。”

“一点一点发着微光，一闪一闪寻

找未来方向，萤火虫啊，努力去照
亮。”这是张晨创作的一首名叫《萤火
虫》的歌，她希望自己的点点微光可以
照亮视障学生的路，同时在全社会的包
容和支持下，让这条道路洒满阳光，

“这是我选择成为教师的原因。”

把遇到的光和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成长路上，我遇到了很多的光和
温暖，第一道光，来自父母。”张晨的
家庭并不富裕，她的妹妹也是一位视力
障碍者。但张晨的父母却坚持让姐妹俩
读书、学音乐，鼓励她们像正常孩子一
样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当时的安徽省安庆市特殊教育学
校，学推拿似乎是视障学生的唯一出
路。“我想选择我喜欢的路，父母很支
持我的选择。”那时候，张晨了解到长
春大学音乐专业可以招收视障学生，她
立即报名备考，“我希望给我的未来争
取到更多的可能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张晨
收到了长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毕业
后，她选择回到母校安庆市特殊教育学
校任教。工作稳定后，她还和自己的导
盲犬驯犬师唐文泽结为夫妻。

2017年，一个消息让张晨为之振
奋:新修订的 《残疾人教育条例》 出
炉。里面的一句话，张晨至今记得清
楚：“残疾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需要提
供必要支持条件和合理便利的，可以提
出申请。”一直想继续深造的她再次见
到了曙光，“我知道这个消息后，一分

钟都没有犹豫，这就是我一直等的机会。”
“考上本科后，很多同样患有视障的

朋友联系到我，询问经验，也开始备考。
但在他们心中，本科也许就是‘天花板’
了。”张晨说：“我想通过自己考研这件
事，让他们看到视障者更多的可能性，让
他们也勇敢地去追求梦想，不要给自己的
人生设限。”

参加研究生考试，意味着与所有健全
考生一起同台竞技。但对于张晨这样的视
障考生而言，一个个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
——“几乎找不到盲文的考研复习资
料。”于是张晨就让先生为她阅读现有的
资料，她再用盲文抄到笔记本上，反复复
习。这样的盲文复习资料，张晨手写了近
100本。

比寻找资料更难的是找到愿意接收视
障学生的高校。“虽然政策有了，但很多
学校因为没有先例，还是婉拒了。”曙光
总在不远处等待着有准备的人，在不知道
被拒绝多少次后，张晨终于联系到了愿意
作出尝试的学校。

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研，张晨最终
高分考入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顺利成
为研究生，这个梦，她等了14年。一年
后，先生唐文泽在她的影响下考上同一所
学校的研究生，完成学业后，唐文泽也计
划投入到特殊教育工作中，帮助更多残障
孩子。

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
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

里的一亩田。”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
最后一堂课上，张晨弹了一首《梦田》。
她问孩子们：“如果你们心里有一亩田的
话，你想用它来种什么呢？”孩子们回答
得很踊跃：“爱”“光明”“梦想”……

说着说着，张晨和孩子们都流下了眼
泪……说着说着，孩子们明白了，张老师
和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要去追寻这些答
案。而他们，也将在拼搏的青春中，深耕
自己心里的那一亩田。

研究生阶段，张晨选择的专业是音乐
学科教育，“报考的时候就想好了，学业
结束后，我要带着更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回
到孩子们身边。”张晨相信，勤能补拙。

“在校期间，除了练习钢琴和声乐，其他
时间就泡在图书馆。”她希望通过阅读大
量书籍，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

“读研期间，感受到了很多的爱和温
暖。”张晨哽咽地说，她的导师和同学们
虽然过去从没近距离接触过视障者，但他
们却很乐于提供帮助。教学中，不能用视
觉传达的内容，她的导师总会细心地转化
成听觉、触觉等方式耐心讲解。生活中，
同学们成了张晨的眼睛，为她描述美丽的
校园，帮她熟悉琴谱。

“我想把这些温暖继续传递下去。”只
要有时间，张晨会去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关爱留守儿童、残障朋友，帮助农村地区
教师成长。“永远不要熄灭内心的光。”这
是张晨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总是乐观地
讲述自己的经历，分享奋斗故事，许多人
在感叹之余也深受鼓舞。

“一路上，我太清楚这些光和温暖对
我的意义。我也想像我的导师一样，用专
业和爱心去教育孩子们，让音乐点亮他们
的生命，让他们感受到成长的力量。”张
晨坚定地说。

2022年，张晨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
了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小朋友们学唱
黄梅戏、牵头组建“七彩旋”音乐社团、
组织非洲鼓、葫芦丝和竖笛的兴趣班、排
练音乐剧……从学生再次成为教师的这一
年，张晨忙碌极了。她在朋友圈中写道：

“希望孩子们在感知音乐美的同时，也能
感受到世界的美、生活的美、生命的美，
在音乐的滋养中找到自信、开阔胸怀。”

张晨也欣喜地发现，在她的努力下，
孩子们对未来的设想越来越丰富多彩。

“音乐是我的光，我在弹钢琴时候能够找
到光明的感觉。我也希望，这些闪‘光’
的音符能够‘住’进孩子们的心田。”在
孩子们的心灵中播种下真善美，播种下信
心和盼望，再看着一个个希望的种子慢慢
地生根、发芽……张晨说，这是她从事教
师的初衷，也是她最大的幸福。

让闪让闪““光光””的音符的音符““住住””进残障孩子的心田进残障孩子的心田
本报记者 郭帅

重庆铜梁区政协关注残疾人低保问题
重庆铜梁区政协组织社会福利界别委员和区民政局、区残联

有关负责人近日一起走进太平镇铁鹅村，就残疾人低保问题开展
“渝事好商量·家门口商量”协商活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了
在场村民关于残疾人申请低保的各种问题，并现场受理了一名残
疾人低保申请。图为活动现场。 （李文豪 凌云）

张晨为孩子们上音乐课张晨为孩子们上音乐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南加和被救助天鹅南加和被救助天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