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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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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峰》近日在全国公映，影片拍摄历时三年，用镜头记录了盲人攀登者张洪从前期筹
备训练，到最后成功登顶珠峰的全过程，很多观众被他的选择及经历深深感动。

张洪21岁失明，40岁开始登山，46岁成为亚洲第一位登顶珠峰的盲人。张洪说，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为
更多人带去鼓励和力量，勇敢去尝试。从前期准备到最后登顶珠峰，张洪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诸多支持，他
想继续传递这份爱心，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继续攀登人生新的“高峰”。

冬日里的温暖

11月 23日下午2点，记者走进
位于北京通州区漷县镇东定安村一处
院子内，孩子们正三五成群围坐一
圈，听志愿者讲故事、做游戏……阳
光透过玻璃棚映照在孩子们身上，暖
意融融，岁月静好。

这里是成立于2013年的北京智
兴博悦康复托管中心，现在住着65
个特殊儿童，大部分患有孤独症，少
部分是唐氏综合征、脑瘫等患儿。孩
子们来自全国各地，不少家长因自身
患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无
力照顾，选择把孩子送到中心。

孩子们如今的岁月静好，离不开
中心负责人黄淑媛和路明十年如一日
的坚持和付出。

11 月 21 日，本报 11 版刊登
《3650 天，与星星的孩子相伴而
行》，文中报道了黄淑媛、路明和孤
独症等特殊儿童10年来相爱相伴的
感人故事。报道刊发后，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第一时间联合本报慈善周刊
编辑部为其颁发“天天正能量特别
奖”，并给予奖金2万元，以资鼓励。

“得到这样的认可和鼓励，非常
感动。”黄淑媛动情地说，“来自社会
各界的关爱、支持、鼓励是我们坚守
初心的不竭动力，让我们增添了很多
温暖和力量。”

中心的“百科全书”

办公室门口，志愿者团队刚送来
的大米和食用油堆成了“小山”，“看
着很多吧？我们中心65个孩子再加
20位老师，这些也就够吃 10天。”
作为“一家之主”，黄淑媛言谈中总
是绕不开柴米油盐的琐碎，“冬天一
来，暖气费又是一笔大的开销。因为
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我们
中心如今才能正常运转。”

正说着，5岁的小宝（化名）来
到“黄妈妈”身旁，展示自己刚学会
的“蹲起”动作。小宝患有孤独症合
并多动症智力发育迟缓，尚无自理能
力，但白白胖胖的他看上去被照顾得
很好。“只要我在，他就喜欢和我粘
在一起。”黄淑媛一边宠溺地摸着小
宝的头发一边夸奖他学会的新技能。

“每个孩子都成长在我的心尖儿
上，来这儿时间最长的孩子已经10
年了，不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吗？”
每个孩子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家
庭情况，甚至衣服和鞋子的尺码……
没有一个问题能难住黄淑媛，她像这
个中心的“百科全书”。

没时间生病的“妈妈”

志愿服务活动结束，黄淑媛暂时
中断了采访，走到门口，并提醒其他
老师：“大门开着，一定看好孩子。”

平日里，为了防止孩子意外走失，中
心大门安上了密码锁，只要门长时间
开着，就得时刻留意门口。

“照顾这么多特殊孩子，神经总
是紧绷着，有没有时间休息调整？”
听到记者的提问，黄淑媛爽朗一笑，
说道：“自从中心开了门，我就没有
出去旅游过，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

“孩子们大多有睡眠障碍，6点
左右就起床。我现在5点多自然醒，
起来后帮着厨房准备孩子们的早
餐。”黄淑媛说，中心每天8点准时
上课，根据每个孩子的年龄和身体状
况安排不同的课程。“每天都忙忙碌
碌，孩子们吃过晚饭，路明工作结束
也差不多回来了。我再回家，他来值
夜班。我俩必须有一个人在才放心，
孩子们情况特殊，免不了突发状况。”

不得不短暂外出时，黄淑媛的手
机从不离手，“得时刻关注‘家’里
的情况。女儿结婚的时候，我都是拿
着手机上台发言的。”她笑着说。

“这么多年，只有一次因为家里
有事再加上自己发烧，两天半没有到
中心去。”黄淑媛说：“我回来后，孩
子们不会表达思念，就一个劲儿往我
身边蹭。”

一群好人，做一件好事

中心创办10年来，黄淑媛和路
明不拿工资，给孩子们的吃穿用度却

从不含糊。这些年，中心的收费标准一
直没有变化，“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收
取费用，最高的一档是每月2000元。”
黄淑媛说，有些孩子父母情况特殊，拿
不出托管费，“我们也舍不得让孩子回
去，想着能帮一个是一个。”

“刚开始那几年中心还没有社会关
注度，所有花销全靠我们自己。2016
年前后几乎就要撑不下去了。但看着院
子里那么多孩子，我们只能选择坚
持。”黄淑媛说，好在家人都很支持，

“丈夫和女儿是这里的常客，孩子们都
很喜欢他们。那些年只要说中心需要用
钱，他们二话不说就转账过来。”

“这是一群好人才能做成的事，否
则也不可能坚持10年。”黄淑媛说，她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融入
社会，掌握一项技能自食其力。“这条
路很难，但对成长在我心尖儿上的孩子
们，付出多少努力都值得。”

正准备告别时，教室里传出高年级
孩子背诵《满江红》的声音。这琅琅诵
读声似一串美妙的音符，串起了中心成
立10年来的艰难与收获。

“这些孩子来的时候大部分连勺子
都不会拿，自理能力基本为零。很多
家长和我们说从没见孩子笑过，我们
现在却能看到他们自信、开心的一
面。所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在坚持什
么了吧？”说着，黄淑媛微笑着向记者
挥了挥手。

“每个孩子都成长在我的心尖儿上”
本报记者 郭帅

“这是珠峰的印记”

与张洪的采访地点约在北京朝阳
区三里屯一处写字楼内。记者如约到
达，他已经坐在会议室等候，“正要给
你发信息。”说着，他的手机里传来读
屏软件的快速阅读声。落地窗外车水
马龙的繁华景象，更显得他的声音
很轻。

对面的张洪戴着黑色墨镜，一身
运动服下身材略显单薄，看上去和纪
录片中的硬汉形象有些许不同。直到
记者偶然看见他按手机时明显短了一
截的右手中指，才对他攀登珠峰的经
历窥见一斑。听到记者问及，他自然地
举起双手，手指关节多处肿大变形，

“极寒天气下，避免不了的，这是珠峰
的印记。能安全回来，就是胜利。”

2021年5月24日，张洪成功登顶
珠峰，成为亚洲第一位登顶珠峰的盲
人。从产生爬珠峰的想法到最后实现
梦想，他用了6年。因为近期纪录片的
上映，他的经历被更多人知晓。

21岁时，张洪因病致双眼失明，
“前一两年特别迷茫，天天躺在床上什
么也不愿意干。”是家人不断地鼓励和
帮助才终于让他走出了阴霾。

2015年，张洪在西藏拉萨一家医
院做理疗师，“每天给病人针灸、按
摩。”失明的20年间，他结婚生子，还
有了稳定的工作，失控的人生似乎重
回了正轨。

“直到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洛则，
我开始思考人生更多的可能。”洛则是
西藏登山队一位曾登顶珠峰的队员，
在他的热情邀请下，张洪多次一同徒
步、爬山。很快，张洪发现了自己在这
方面的天赋，“洛则会教我一些攀登技
巧，我学得很快，身体也很适应，甚至
能比健全人更快到达山顶。”

不久后，张洪便开始了他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登山。那次，他登上了位
于西藏拉萨海拔5800米的雪古拉峰。

“至今记得第一次登顶的感觉：冷风呼
啸而过，山顶的经幡被风吹得唰唰作
响，凛冽的空气中夹杂着潮湿泥土的
气息……我虽然看不到，但那一刻感
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释然，这是自
失明后从没感受过也一直想追寻的感
觉。”张洪说，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他爱
上了登山这项运动。

成功登顶雪古拉峰为张洪攀登珠
峰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他了解到
当时全世界只有一位叫艾瑞克的美国
盲人登顶过珠峰时，他对自己说：“既

然有人做到过，我为什么不能试试？我
看不见世界，那就让世界看见我！”

不能放弃的理由

纪录片中有这样一幕，记录了张
洪攀登珠峰的惊险一瞬。

“出事了，快来帮忙！”对讲机中传
来急切的呼叫声。此时，张洪正在攀登
珠峰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之间的雪
坡，相比其他路段，这段相对平缓，但
仍处处危机四伏。

雪一直在下，路面一层层被雪覆
盖，积雪之下的冰面上，隐藏着或深或
浅的裂缝。“一脚踩下去，根本不知道
会有多深。”后来张洪才知道，一位登
山队队长掉进了裂缝，“直直下坠了十
几米，幸好背包够大，最后卡在了裂缝
中间，也幸好对讲机还在。”

为了保证张洪的安全，向导强子
把他安排在平缓安全的地方后，赶紧
前去帮忙。

纪录片中，这位队长被拉出来时
已经没了反应。心肺复苏、搓热身体、
呼喊名字，队员们一阵忙乱过后，这位
队长大口喘着气醒来，晃了会儿神，抱
着身边的队友号啕大哭。

“这位队长是当地夏尔巴人，有着
十几次攀登珠峰的资深经验。”张洪
说，“当时自己心里那种恐惧感是没法
形容的，但既然在那里，除了一直往前
走，别无选择。”

张洪告诉记者，相比攀登珠峰时
的这些惊险，前期的筹备训练也同样
艰难。“听到我要登珠峰的想法，身边
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不理解。有些人
说，张洪不仅盲了，可能还疯了。”除了
舆论的压力，张洪说：“其实一直到站
在珠峰脚下，我都不确定这件事能不
能成。”

但张洪知道，犹豫彷徨、等待观望
永远到不了梦想的彼岸。

“解决不了的事就暂且搁在一边，
先做能做的。”于是，张洪开始了日复
一日的训练，而他选择的训练项目是
爬楼梯。“这种训练方式很适合我，高
效、零成本且不需要陪伴。”

为了达到训练强度又不耽误工
作，在攀登珠峰前两年，他坚持每天凌
晨四五点起床，在11层高的公寓楼内
戴着阻氧面罩、穿着登山靴、负重20
公斤左右，一遍遍上上下下。“每天三
五个小时。到后面，每隔两周还会连续
24小时爬一次楼梯，中间基本只补充
水分。”张洪说。

“这个过程现在说起来好像很励

志，其实特别痛苦。”张洪笑着说，每走
上一节台阶，脑子里的两个小人都要

“打一架”：“算了，放弃吧，不可能的。”
“再坚持坚持，反正已经起床了。”每次
爬到顶楼走进电梯，张洪总会开心地
摸摸5楼的按键，“因为家在5楼。”

如今回忆起来，张洪觉得这段战
胜自我的经历比真正登山时更加艰
难。“孤独、徘徊、自我怀疑，但多一天
坚持，就多一点不能放弃的理由。”

“我想帮更多残疾人实现梦想”

采访间隙，导演范立欣走进会议
室。提起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他
说：“平凡人的英雄主义和高光时刻值
得被记录下来，希望这部影片能够让
更多人重燃对生活的梦想。”

“我觉得登顶珠峰这件事不会是
我人生中唯一的高光时刻。”张洪收敛
起笑容，认真地说：“从筹备训练到登
顶珠峰，这个过程其实是最艰难也最
珍贵的，一次次战胜自我、挑战极限之
外，更学会了信任和接纳。”

“最初和向导强子磨合的过程中，
因为不信任，我们吵过很多次架。他让
我向前迈10公分，我会想多迈一些也
许更好。”张洪说，失明后对周围人的
不信任感一直如影随形。但一次次实
地拉练也让他明白，唯有绝对信任，才
能最大限度保证自己的安全。

在攀登珠峰的最后100米，这样的信
任也给了张洪登顶珠峰的机会和勇气。

“当时自己的氧气阀冻坏了，这种情况必
须下撤。”向导强子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
氧气瓶递给张洪，决定放弃登顶的机会，
先行下撤。见张洪还在犹豫，强子推了他
一把，把他托付给另一位夏尔巴向导。

真正登顶的体验，反而已经逐渐在
张洪的记忆中淡化，“只记得气压很低，
狂风呼啸，让人有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
感。”张洪说，因为和夏尔巴向导语言不
通，那时候更多的是担心自己能否安全
下山回家。

纪录片中登顶的那一段，导演采用
了艺术化的“黑场”来模拟张洪的视角，
很多观众因为这一幕“黑场”画面，在影
院哭了很久。

珠峰回来后，张洪一直很忙碌。此次
攀登珠峰，他花费了将近100万元，全部
来自社会捐款。“其中有认识的朋友，有
爱心人士、公益组织等。”张洪说：“回来
后，我就一直想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
去。”

最近，除了忙于电影路演，张洪还报
名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专业课程，

“我准备系统学习公益相关的知识，将
来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梦想。”张洪说，
他还将开启自己的“7+2”计划，攀登七
大洲的最高峰和徒步到达南北极极点，

“人生，也许就是一场不断攀登向上的
修行吧。”

““看不见世界看不见世界，，就让世界看见我就让世界看见我！！””
——访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登山者张洪访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登山者张洪

本报记者 郭帅

本报11月21日11版刊发黄淑媛、路明和特殊儿童10年相爱相伴的感人故事后，许多读者致电周刊编辑部，
希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也第一时间携手本刊，为“星妈”黄淑媛等颁发“正能量特别奖”，
给予奖金2万元，鼓励她把这份爱的事业坚持下去。黄淑媛饱含热泪地表示，一定会坚持到底，因为——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
市，冬日阳光映照下，绵延的梯田依
旧绿意盎然，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
的画卷。清晨，红河州政协常委熊
学亮早早出了门，朝着熟悉的山间
小路走去。

只要有空闲，68岁的熊学亮都
会习惯性地到石头坡走一走，“因为
风景漂亮，照相特别好看，这里还成
了我们开远市新晋的‘网红’景点，
遇到节假日，很多年轻人过来‘打
卡’。”熊学亮笑着说。

熊学亮口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的石头坡，位于开远市城东冷水沟片
区。难以想象，10年前，这里还是
处处乱石遍布，一片荒凉景象。

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源于熊
学亮，他说，为了这荒山披上“绿
装”，他整整奋斗了十载。

“没想到在快退休的年纪又扛起
了锄头。”熊学亮至今回忆起初见石
头坡时的场景依旧心痛不已，“光秃
秃一片，空气也很差。在我的印象
里，家乡不应该是这样的。”于是，
他暗下决心，要尽己所能还家乡一片
绿水青山。

2013 年，58 岁的熊学亮租赁
（流转）了石头坡的11个废弃采石场
及1000多亩荒山，带着20多个工人
开始了治理石头坡的艰辛之旅。

“后来在我们的影响下，碑格乡
的6位乡亲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一
起扛着锄头上山，一点点把石头清理
干净，再挖坑、插枝、浇灌。”熊学
亮说：“山上石头多，土质硬，锄头
都挖坏了好多把。”

自从上了石头坡，熊学亮就常年
穿着一身迷彩服。“万事开头难，刚
开始经常要吃住在山上。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曾经常年坐办公
室的熊学亮哪吃过这般苦，但为了记
忆中的家乡，他选择了坚持，“赶上
暑伏天，一身汗混着土，又没条件洗
澡，确实恼火。”

除了扛起锄头，他还充分利用留
学时打下的理论基础，根据石头坡的

气候、土质，经过科学论证和不断实
验，选定了适宜的树种，又不断研究
能够适应石头坡土壤、气候等生态环
境的种植方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10年奋战，
20多万株树木在山荒地枯的石头坡
长成了林。“我们陆续种了很多名贵
树种，比如金丝楠木、红椿等，长势
都非常喜人。”熊学亮骄傲地说。

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协十
三届一次会议上，身为政协常委的熊
学亮紧扣石头坡生态修复治理的亲身
经历，以“关于加快石漠化综合治
理、建设红河秀美山川的几点建议”
为题做大会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关
注和重视。随后，他又撰写了《石漠
生产业，荒山变“金山”》的调研报
告，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

“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这
就是我10年治理石头坡的初心，也
是我作为政协委员最想鼓与呼的问
题。”熊学亮曾多次表示，能造福子
孙后代的事业，做起来就很开心。

一肩一锄，一步一印，昔日荒山
已披上了绿装，但熊学亮的脚步仍未
停下。“这些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春天育苗、夏天种树、秋天修枝、冬
天防火，如今依旧是熊学亮和团队的
主要工作。

在致力于绿化公益事业的同时，
熊学亮行善的脚步也从未停下。身为

“全国敬老之星”“红河好人”“关心
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等荣誉获得者，
他连续14年为开远市90岁以上老年
人举办千人“长寿宴”、连续11年为
坚守岗位的农民工送百桌“年夜
饭”、持续多年入户慰问96岁以上老
人、持续多年扶贫济困和关心下一代
的健康成长……

“作为政协委员，我希望呼吁更
多人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中
来，让家乡的山川更加秀美。”他
说，未来希望石头坡能够发挥更大
效能，让绿水青山与当地经济发展
相得益彰，带领农民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

云南红河州政协常委熊学亮：

“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做起来就很开心”
本报记者 郭帅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也是蓝天
救援队队员，为受困群众撑起一片蓝
天，是我不变的履职目标。”近日在
河南省温县招贤乡西招贤村，刚从救
援现场赶回来的牛景胜对记者说。

牛景胜是温县政协委员、县蓝天
救援队副队长。他曾跨越数百公里把
5位走失老人送回家中；曾在新冠疫
情时期的武汉背着数十公斤的喷雾机
持续消杀25天；曾在大雨滂沱中驾
驶冲锋舟转移受困群众……2019年
至今，他累计参加救援432次，帮助
人数达3600余人。

多年来，四乡八邻的乡亲们都知
道牛景胜是个热心人，有什么急事总
会第一时间想起来给他打电话。2018
年，牛景胜干脆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
友一起，成立了温县蓝天救援队。

这些年，牛景胜先后自费学习，
考取国际急救证、AHA国际急救员
证书、急救员导师资格证等。给队员
们培训之余，他带着团队走进学校、
社区、企业，义务开展急救科普培
训。救援队成立至今，已开展普及防
灾减灾宣传和急救知识培训 100余
次，受益群众2万余人，有效减少了
意外事件的发生。

2023年春节，牛景胜接到一个

求助电话，三门峡大坝有失踪者需要
紧急搜救。牛景胜顾不上新年阖家团
聚，立即集结队员携带设备赶赴现
场，在零下10℃左右的冰天雪地整整
搜救5天，最终找到了3名失联人员。

在牛景胜的影响带动下，温县蓝
天救援队发展成为有着 100多名队
员和 200 余名志愿者的专业救援
队。“我们团队现在拥有冲锋舟、救
生艇、机动车等各类救援装备，可
开展山野救援、水域救援、灾害救
援、事故救援等救援活动。”牛景胜
自豪地说。

近年来，在多次重大自然灾害的
救援中，都有着牛景胜和队员们的身
影。2021年7月20日，郑州荥阳发
生洪水，牛景胜和队员携带救援设备
奔赴受灾区域进行救援，累计转移群
众500余人；7月24日转战新乡参加
洪水救援，累计转移群众 1500 余
人；今年7月，河北省涿州市发生洪
灾，牛景胜又一次奔赴现场救援……

在一次又一次的应急救援中，牛
景胜用行动交出了自己的履职答卷，
温县蓝天救援队也在淬炼中越来越强
大。牛景胜说，未来他将继续带领救
援队恪守使命、勇往直前，“只要有
人需要帮助，我就会一直在路上。”

“只要有人需要，我就会一直在路上”
——记河南温县政协委员、救援队员牛景胜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崔新娟

近日北京气温骤降，石景山区模式口西里中区社区开展了“社区送温暖”
活动。社区将居民编织的围脖、帽子和手套送给社区志愿者及快递、外卖小
哥，让爱心和温暖在寒冷的冬日传递。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社区寒冬送温暖社区寒冬送温暖

张洪在登山途中张洪在登山途中。。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