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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体育馆门口的奥运冠军塑像里，郑雄鹰位列其中。作为三届残奥会坐式排球金牌得主，她在中
国残疾人奥运史上曾经写下过辉煌的篇章。退役后，郑雄鹰回到家乡成了一名残疾人工作者，为残疾人朋
友解决就业等问题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

48岁的坐排老将

“第一次看到坐式排球比赛，特
别震撼。”不久前，上海精武体育馆
举行 2023 年坐式排球城际邀请活
动，想起当天比赛的激烈角逐，观众
李静至今想起来仍心潮澎湃。和她一
样，很多观众都是第一次观看坐式排
球比赛。“场上的运动员都是下肢残
疾，他们坐在地上靠着手臂和臀部的
支撑，身体移动的速度真的超乎想
象，我这个健全人是完全做不到
的。”李静敬佩地说。

“加油！接住！”赛场上，浙江队
一位老将的身影在一群“00后”队
员中间显得格外显眼。队友每得 1
分，她都会和队友们击掌相庆；队友
失球，她总会第一个上前，鼓励队友
继续加油；比分胶着时，她在赛场上
奋力移动，挥洒汗水，努力接住对手
的一次次扣球。

队里的这个主心骨名叫郑雄鹰，
今年 48 岁，既是队员们的助理教
练，也是他们的队友。

女子坐式排球，郑雄鹰已经接触
了22年，曾经摘下2004年雅典残奥
会、2008年北京残奥会、2012年伦
敦残奥会坐式排球金牌。“努力赢得
比赛是一方面，我更希望让更多人感
受到坐式排球那种团结协作、顽强拼
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郑雄鹰
说。

8 月 31 日记者见到郑雄鹰时，
她已经结束比赛4天，但因为声带撕
裂仍然近乎说不出话。“赛场上要喊
出来，带动队友们的士气。”提起排
球，郑雄鹰的眼神明亮而坚定，她用
嘶哑的嗓音，耐心地为记者讲解比赛
规则。

赛场上，郑雄鹰是队员们的最佳
拍档；训练场上，她是浙江省队严苛
的教练；生活中，她是孩子们最亲近
的大姐姐。“现在省队里大部分是

‘00后’，他们训练都非常刻苦。训
练之后给他们按摩，怕他们肌肉粘
连，我下手重，他们都是一声不
吭。”训练之外，队里的孩子们喜欢
听郑雄鹰讲她的奋斗故事，也把她当
作榜样，希望将来也能像她一样站上
世界的赛场，为国争光。

坐在地上，也可以撑起奥运梦想

7岁时，郑雄鹰遭遇车祸，“几

吨重的卡车从我的右腿压过，”郑雄
鹰说，“之后两三年基本是在病床上
度过的。”这场车祸，导致她右腿踝
关节坏死、下肢三级残疾。

“但是生活与学习还要继续，我
希望能尽快恢复到受伤前的生活。”
郑雄鹰记得，她第一次自己去上学
时，平时只要十几分钟的路程，却整
整用了一个多小时，“走到学校，所
有衣服都湿透了，但很开心，我觉得
我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即使是一只脚不能完全着地，天
生好动的郑雄鹰仍然非常热爱体育，
尤其擅长投掷类项目。高中毕业后，
郑雄鹰被推荐参加杭州市残运会，连
破铅球和标枪两项全国纪录，随即加
入省队。

2001年，浙江组建省女子坐式
排球队，郑雄鹰被选中。那时，郑雄
鹰已经26岁，对于运动员而言，这
已经不是最佳年龄，更何况她此前从
未接触过排球，一切要从零开始。

“刚开始一个球都接不住，怎么都找
不到感觉。”郑雄鹰说：“当时只有一
个想法，既然来了，就得坚持下来，
并且努力做到最好。”

坐式排球需要移动速度，郑雄鹰
每天在篮球场上会要求自己额外练习

移动15圈，“怎么快我怎么爬，臀部
经常是新伤未好，旧伤又起。没结痂
的时候，在地上摩擦太疼，就想到一
个笨办法：不停地用力往地上坐，直
到臀部麻木失去知觉为止。”郑雄鹰
说：“后来，经常摩擦的地方起了茧
子，敲起来‘咚咚’响。”

功夫不负有心人。7个月日复一
日的艰苦训练下，郑雄鹰逐渐成为队
里移动速度最快的队员之一。她出色
的运动天赋吸引了教练，几个月后入
选国家队，并迅速打上了主力。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有了奥运
冠军的梦想。”郑雄鹰笑着说，一路
走来，没有健全的双腿，坐在地上，
她一样用手撑起了自己的奥运梦想。

让更多残疾人朋友参与体育

自2007年起，郑雄鹰连续三届
成为浙江省桐庐县政协委员，15年
来，她不断奔走在残疾人朋友中，调
研了解残疾人的诉求，通过政协为家
乡残疾人事业发展鼓与呼。

“成长中受过很多帮助，一直想
为更多残疾人朋友做些事。”郑雄鹰
说：“这些年走访了很多残疾人朋
友，发现很多残疾人缺少‘走出去’

的勇气。”在做好残疾人的“传声筒”
的同时，郑雄鹰也给予他们很多精神上
的关心和关爱，帮助不少残疾人走出了
家门。

“如今不再是政协委员了，但这段
经历对我影响很深远。”郑雄鹰说：“现
在有时间就会参加公益活动，希望未来
继续为残疾人朋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2019年，郑雄鹰曾短暂结束运动
员生涯，回到家乡杭州桐庐县成为一名
残疾人工作者，为残疾人朋友解决就业
问题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很多公益活
动中。

对于即将在家门口举办的亚运会、
亚残运会，郑雄鹰非常期待。提起杭
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内的无障碍设施，
她如数家珍。从 2021 年 12月起，郑
雄鹰借调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运行
团队半年多时间，主要承担杭州亚运
会闭幕式和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之间
的转换工作。

“我参加过多届国内外大型赛事，
非常熟悉运动员进场的流程，更能从运
动员需求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为筹办工
作提供些力所能及的帮助。”郑雄鹰说。

“比如我建议在场馆内设置轮椅或
义肢的维修点。每位运动员的情况不一
样，轮椅的宽度、高度都有讲究，如果
简单给他换一辆可能就会坐得不舒服，
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修理好。”郑雄鹰
说，“建议得到了采纳。”

“为了残疾人朋友在运动会期间有
更好的体验，我们团队做了很多细节上
的考虑。”郑雄鹰说，“比如无障碍坡道
的扶手，是金属杆外面再包一层木料，
既牢固又考虑到了手感。”

2022年 6月，结束杭州奥体中心
体育场筹办工作服务的郑雄鹰重新回到
训练场，“很久没有摸排球了，重新拿
起来的感觉太好了。希望自己能打到打
不动的那天为止。”

“现在亚洲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开展
坐排运动，我想借着亚运会的契机，去
做更多的推广，让更多的残疾人参与进
来。”郑雄鹰说，让更多残疾人朋友认
识并参与坐排，参加体育运动，并不一
定要成为专业运动员，“更重要的是体
验到体育精神，这能够鼓励更多的残疾
人走出家门，让更多残障家庭扫除阴
霾。”

“过几天，我会带着队里的孩子们
去现场观看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的赛事，
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和学习机会。”郑
雄鹰说：“希望能托举更多的孩子站上
更高的舞台，为国争光。”

永远做展翅飞翔的“雄鹰”
本报记者 郭帅

又是一年开学季，江苏省淮安市
盱眙县政协近日举行2023年度第一
批“雏燕助飞”工程助学金发放仪
式。138名来自困难家庭的大学新生
收到了4000元到14000元不同标准
的助学金，后续还将有更多的学子受
到资助。

“今年我将带着这份爱与关怀踏
进大学的校门，激励自己不断前进，
争取有一天能回报社会，回报我最爱
的家乡。”张伟（化名）今年考上了
南京大学，他是家里第2位受到奖学
金资助的对象。2年前，他的姐姐也
是在盱眙县政协牵头的“雏燕助飞”
工程资助下迈入了大学校园。

为帮助困难家庭学生解决上大学
难问题，2002 年 8月，盱眙县委、
县政府决定由县政协牵头实施捐资助
学工作，对当年度考取高校的困难家
庭学生予以补助。“决不让一个考上
大学的学子因学费问题而失学”，这
是盱眙县政协当年对县委、县政府和
全县人民的庄严承诺。

22年来，“雏燕助飞”工程共发
放资金2600余万元，8000余名困境
家庭大学生受到资助，6300多个家
庭改变命运。这一串数字的背后，体
现的是党政的关怀，承载的是学子的
希望，展示的是政协的坚守。

“‘乌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
恩。’作为一名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
的检察官，我正努力践行历任检察官
的初心和使命，只要是涉及孩子的事
一定‘多问一句、多做一点’，用微
光驱赶黑暗。”2009年受过资助，如
今已在盱眙县人民检察院工作10年

的检察官王晓（化名）以感恩之心，
从事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这是爱的
延续，更是受资助者对社会的回馈。

“2017年是我家最困难的一年，
因为有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才
能怀揣着梦想，迈入期待已久的大
学校门。”东南大学在读研究生李
静 （化名） 至今难忘受到资助的那
年夏天，青春被照亮，梦想得以延
续。

“希望各位爱心人士一如既往地
关心关注困难学子，积极参与‘雏燕
助飞’工程，让‘爱心之火’在盱眙
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希望同学
们能够把感恩之心、感激之情化为成
才之志、发奋之源，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争做对人民有益、对社会有用
的人，以优异成绩报效祖国、回馈社
会、建设家乡。”助学金发放仪式
上，盱眙县委书记、县长孙志标对参
加仪式的爱心人士和受资助的学生提
出了殷切期望。

据了解，盱眙县政协始终把捐资
助学作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的重
要平台，作为团结各界人士、促进社
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一届一届接续努
力，一年一年持续推进，捐资助学工
作已成为县政协践行为民初心的一项
特色品牌。“盱眙县政协将继续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树牢为民理念、厚植
为民情怀，进一步做优做实‘雏燕助
飞’工程，打造工作品牌，扩大社会
影响，汇聚爱心、传递温暖，真正为
群众办好事、干实事、解难题。”盱
眙县政协主席张静洋说。

（管晓敏 汪洋 郑阳阳）

22年的坚守，只为“雏燕助飞”
——江苏省盱眙县政协持续开展捐资助学工程

临近开学，看着村里其他孩子都高高
兴兴地背上了新书包，家住河南省辉县市
高庄乡13岁女孩王小惠（化名）的爷爷暗
自为孙女新学期的杂费和生活费发起了愁。

新乡市政协常委王威得知这一情况
后，萌生了对品学兼优、生活困难的学生
进行志愿帮扶的愿望。在王威的沟通联系
下，多名新乡市政协委员积极支持响应。
新乡市政协常委、民建新乡市委会秘书长
王新茹接到王威电话后，立即联系了一批
县区政协委员和民建会员，大家积极响
应、立即行动，与辉县市高庄乡政府对
接，紧锣密鼓地对该乡困境学生进行认真
摸底排查，逐一核实，初步选定30名困境
学生作为资助对象。

为使捐资款项能在开学前交到困境学
生的手中，让孩子们如期入学，新乡市政
协委员赵俊波通过微信群发布了结对捐资
助学的倡议书和受助学生情况介绍，并率
先认捐。多年参与捐资助学的市政协委员
张士化，也主动认捐了一名学生，“这是政
协委员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委员职责、以
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契机，我责无旁贷。”
张士化说。远在外地的辉县市政协委员梁
兴君在微信群看到了消息，通过物流寄来
了十多箱儿童食品表达心意……一份份爱
意、一笔笔善款，照亮了寒门学子的求学
之路，如一股股暖流在“助苗行动”政协
委员志愿者微信群里涌动。

爱心成就梦想，助学点燃希望。开学
之际，当地20余名政协委员联合新乡民建
组成志愿者服务队，走进辉县市高庄乡，
为选定的困境学生发放现金近2万元、学习
用品300多件。

“为了更精准地帮扶，我们按照家庭情
况及学习情况进行分类，对14名学习优秀

及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按照小学1000元、初中1500元的标准发放助
学金，并为30名学生发放了书包、篮球、跳绳、运动鞋等学习和生活
用品。”王新茹介绍说。

在高庄乡政府大院，志愿者们还与困境儿童亲切交流，关切地询问
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勉励同学们要勤奋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社
会，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受助学生表示将更加珍惜学习机会，用优异的
成绩回报这份关爱。新乡市政协常委、民建新乡市委会副主委杨景旗表
示，爱心助苗行动将持续跟进，深入开展家访活动，用心结好对子，帮
助学生们顺利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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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是龙眼丰收季节，也是
“桂圆之乡”广西博白县的桂圆加工
旺季。走进各村镇，总能看到村民
们三五成群给桂圆剥皮的热闹景象。

“老乡们会用专门的工具给桂圆
去核，之后再到烤炉中烘烤。火候
很重要，它决定果子肉质是否鲜
美。”说起桂圆的种种，全国人大代
表、博白县凤山镇峨嵋村党支部书
记李春燕如数家珍。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李春燕专门把桂圆干带
到了北京，“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乡村
振兴路上奋进的成果和见证。”

打开李春燕的朋友圈，乡土气
息扑面而来：入户和村民们谈心、
到牛场放牛喂牛、在果园查看果树
长势……“自从做了村支书，这些
就成了日常。”李春燕说。

李春燕的家乡曾经是一个贫困
村，“人多地少，人均不足两分
地。”近几年来，她带领乡亲们通
过养奶牛、加工桂圆肉，走出了一
条产业振兴的路子。“去年我们的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2万元，比
2020年增长了10倍。”李春燕笑
着告诉记者。

2016年，退役后的李春燕回到
家乡，在思考自己今后的发展路子
时，看到了乡亲们的窘境。“那时
候，大部分农户种的是普通品种的
桂圆，价格卖不上去，不少老乡更
愿意外出务工。”李春燕觉得，家乡
的桂圆应该有自己的品牌。

瞅准干制农产品的商机，李春
燕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开
了公司，专门卖山里的果子。仅用4
个月，公司就打开了广西部分市
场，“村民们看着我们把原来很多烂
在地里的果子做成了明星产品，都
纷纷过来给我们供货。”李春燕说。

这些年，李春燕深刻认识到，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
关键，“我们要把自己锻炼成农业
生产经营人才、农村公共服务型人
才，当好农业农村的‘土专家’。”

为了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桂圆
销售体系，拓展交易渠道，扩大销
量，李春燕跑市场、搞调研、做策
划，摸索出了“模拟自然干燥”桂
圆加工新路子，成功申报了6项专

利技术，创办了“客家桂圆”品牌，
参与制定了桂圆行业标准，并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第三
方公司+农户”等管理模式发展桂圆
产业链，带动了周边60多个行政村
加工桂圆。

2020年 4月，正当公司一切步
入正轨时，时任峨嵋村村委会主任刘
景祥将一封经峨嵋村党总支盖章、按
着数十名群众代表指印的邀请信交到
李春燕手中，希望她回村担任村党总
支书记，带领村民们探索乡村产业振
兴新路子。李春燕一口答应下来，

“带领乡亲们建设美好家园，我觉得
更有意义。”为了专心带着乡亲们致
富，她把公司股份全部转让。

为村里修路、引水，为村民协调
解决各种问题矛盾，上任以来，李春燕
和同事们做了不少实事。“现在做基层
干部越来越有感觉了。”李春燕笑着说。

“我现在的头衔可不止村支书。”
李春燕笑着说，自己的头衔还有养牛
专业户、带货主播、种植养殖培训
员、志愿者等等，这几年，她还专门
资助了村里的几位困境儿童。“操着
各种心，但非常有成就感。村民们需
要我、认可我，就是我前行最大的动
力。”李春燕说。

做村支书这些年，李春燕利用农
村山岭、坡地等生长野草和其他植物
的优势，带领216户村民参与土地入
股，种植了800多亩的山茶，发展奶
水牛养殖等新兴产业，通过村置业股
份合作社投入100万元进行奶水牛养
殖，并组织村民到水牛养殖场参观，
学习养牛技术，并引进第三方企业进
行托管。

“一头牛的利润在6000到 8000
元，村民们腰包越来越鼓，自然也越
来越有干劲儿。”如今的峨嵋村被评
为广西乡村振兴林业示范村、自治区
级示范性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等，李春
燕也因此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向上向善好
青年”等越来越多的荣誉。

“作为一名‘90后’，能够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非常荣幸，同时深感责任
重大。”李春燕说：“带着村民们一起
铺就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一直是我
的梦想，我也会为此继续努力奋斗。”

全国人大代表李春燕：

“90后”村支书的乡村振兴梦
本报记者 郭帅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9月 5
日，由公安部刑侦局、中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北京缘梦公益
基金会联合打造的“童卫工程”
公益项目，在北京市汇文第一小
学开展儿童安全校园行公益活
动，为孩子们带来别具意义的

“开学第一课”。
活动现场，嘉宾们通过动画案

例讲解、互动抢答、情景模拟等形
式，帮助孩子们增加了安全知识储

备，提高了自我保护能力。中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晓连
表示，关爱少年儿童安全和健康成长
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加强少年儿童
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至关重
要，“童卫工程”公益项目此次活动
就是一次很好实践。

截至目前，“童卫工程”公益项
目已在全国多地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
活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搭建起儿童安
全教育服务平台。

“童卫工程”守护儿童安全

本报讯（记者 舒迪）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近日与伊利集团联合举
办“伊利营养 2030·为热爱上
场”公益活动，在贵州省榕江县八
开镇中心校捐建一座校园足球场并
成立博爱足球校队。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秘书长郭
阳表示，希望此次捐赠能让更多的
孩子们赓续对足球和体育运动的热
爱，并传承和发扬多元和美丽的民
族文化，共创美好生活。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将继续携手爱心企业关注

儿童健康与成长，通过多项公益活
动，用营养和健康守护孩子们的梦
想，呵护祖国的未来。

据介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
伊利集团于2017年推出“伊利营养
2020”公益项目。2021年，该项目
升级为“伊利营养2030”平台型公
益项目，聚焦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健
康。截至2022年底，项目已覆盖全
国26个省区市，累计公益投入资金
超过 1 亿元，近 70 万名儿童从中
受益。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贵州山村小学捐建足球场

捐资助学 政协在行动

日前，北京市第四届“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在市残疾人文体
中心开幕。从 9月 6日到 22日，全市 18个参赛单位的 1100多名残疾人运动
员将参加7个大项的角逐。近年来，北京市大力实施残疾人自强健身工程和
康复体育关爱工程，形成了“健康杯”群众体育大会、冰雪嘉年华、特奥
日等具有北京特色的活动品牌。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健康杯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在京举办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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