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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仁心

“单跪起，一……”早上七点半，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博爱儿童康复中心教
室里，老师们正在给孩子们上课。对于这些
患有脑瘫的特殊孩子来说，每一个看似简单
的动作都极其艰难，很多时候都需要老师帮
助完成。教室外的走廊上，有一个人每天早
上都会对几十间教室里的上课情况进行一遍
特殊的“查房”——仔细观察上课情况。他
叫王刚，是这家康复中心的院长，也是连任
两届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政协委员。

目前，王刚创办的这家康复中心共有
123 名脑瘫、孤独症、智力残疾 （发育迟
缓） 等三类残疾少年儿童在接受康复。然
而，在2014年创办初期，半年之内却仅仅招
收了一名孩子前来治疗。“当时创办的时候就
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残疾儿童可以免费康
复，可是一开始大家还是抱着不相信的态
度，害怕上当受骗，没有人愿意来。”王刚回
忆那段历程，并没有对历经艰辛的感慨，更
多的是对残疾儿童家庭的悲悯。

王刚家从祖父开始，已经三代行医，然
而他的行医之路却坎坷重重。1987年，王刚
进入奈曼旗的医疗系统工作，1994年在改制
过程中下岗。这之后，王刚摆过摊、办过公
司，最终还是决定回到热爱的医生这一行当
中来。在北京学习工作 5年后，王刚回到自
己的家乡通辽市奈曼旗，并于2008年创立了
自己的第一家博爱康复馆。

在就诊的人群中，有一类人引起了王刚
的格外注意，那就是残疾儿童。他发现，有
残疾儿童的家庭大多很自卑，特别是对于农
村牧区的家庭来说，为孩子治疗的花销是一
笔巨大开支，大多数家庭都被拖入了贫穷的
境地。而且，因为当地没有相关的专业机
构，家长往往要带着孩子到外地去康复，费
用增加不说，还难以保证为孩子进行连续康
复，效果打了折扣，有的甚至错过了康复的
黄金期，留下终身遗憾。思来想去，王刚萌
生了自己创办一个机构的想法，“当时就想办
一个不挣钱、能维持的机构，尽可能地帮助
这些残疾的孩子康复。”

2014年，王刚把这个朴素的愿望变成了
现实，“奈曼旗博爱儿童康复中心”正式挂牌
成立。然而，刚开业的半年，虽然一再强调
免费康复，但只有一位患儿来康复，社会上
还传出了“这是个骗子”的风言风语。不少
人劝说他：“别折腾了，一片好心还被当成了
骗子，图啥？”然而王刚满心琢磨的都是，怎
么能让当地的残疾儿童花最低的费用，得到
康复治疗。

一年后，康复中心有了两名患儿，其中
一个孩子来的时候已经1岁多了，但是只会

爬，站不起来，经诊断属于脑瘫患儿。王刚
和康复师根据孩子的情况，制定了有针对性
的康复方案，每天坚持，家长有时候因为工
作忙，陪不了孩子，王刚和按摩师就担负起
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的责任。经过一年多的持
续康复，孩子能够独立行走将近 2米了。孩
子站起来的那一天，他的父母激动得又哭又
笑，这期间，父母多次想要放弃治疗，是王
刚和康复师想尽各种办法，让他们坚定了康
复信念，而这个孩子的康复效果，也为康复
中心带来了更多的患儿。

委员担当

2017年对王刚来说，有两件大事：一件

是他成为通辽市政协委员，另外一件是他成
立了通辽市奈曼旗普仁中蒙医医院。说起这
家医院成立的初衷，王刚坦言，在为残疾儿
童康复的过程中，因为实行免费康复，随着
就诊患儿增加，仅仅靠其他的康复诊疗费用
补贴逐渐开始周济不过来。2016年开始，当
地残联给予大力支持，每年为每个康复的孩
子救助 12000 元，但是只限 0到 6岁的孩子。
而成立医院，一方面可以用传统的中医、蒙
医造福更多人，另一方面则能通过医保政
策，为残疾儿童家庭解决一部分困难，也可
以让康复中心持续办下去。医院成立后，残
疾儿童的康复有了残联和医保的双重救助，
费用进一步降低，平均每个家庭每月花费不
到500元。

就在大家为王刚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
又关注起这些残疾儿童的家庭幸福。他发
现，为了保障治疗效果，同时享受医保政
策，大多数患儿需要长年累月住院，这就必
须有一名家长进行长期陪护，而这不仅影响
家庭收入、工作生活，甚至给夫妻感情造成
了危机。据他了解，2018年至2019年，有8
个家庭因夫妻一方长期陪护孩子导致了夫妻
离异。同时，陪护的家长生活质量难以保
证，睡觉就在医院走廊、患儿病床旁打地
铺，三餐常常是馒头就着自来水，经年累
月，身心俱疲。另外，有些患儿需要特殊的
饮食，但是医院无法保障，还有些患儿情绪
不稳定，影响其他患儿休息，陪护家长间产
生矛盾……

基于这些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王
刚在2019年提交了一件《关于将部分残疾儿
童康复纳入慢性病管理范围的建议》 的提
案。提案引起通辽市医保部门的重视，经过
多方调研论证，2020年，通辽市医保部门对
残障儿童的救助达到每个孩子每年 28000
元，残联救助提高到每个孩子每年 15000
元。自此，关爱残疾儿童事业得到了更多的
支持。

转眼间，王刚作为第五届通辽市政协委
员履职届满，在第六届通辽市政协委员推荐
期间，他毛遂自荐，希望能够连任一届。理
由很简单：“因为有关残疾儿童的医保等政策
还不稳定，希望自己在政协的大平台上，能
够进行更加广泛的呼吁。”

2022 年，成为通辽市第六届政协委员
后，王刚又向通辽市政协提交了《三类残疾
儿童康复治疗亟须纳入城乡居民门诊慢特病
病种范围》的社情民意信息，反映自治区现
有0—7岁肢体残疾、智力残疾和孤独症三类
残疾患儿3300多名在接受康复治疗，他们住
院康复一年的费用大约需要 8万多元，给家
庭造成较大负担，建议将这三类患儿纳入门
诊特慢病病种管理。通辽市经过研究，采纳
了王刚的建议，现在，通辽市 0—14岁三类
残疾少年儿童已经纳入医保门诊慢病救助范
围，他们在通辽市门诊康复一年的费用上限
为3.2万元，极大减轻了患儿家庭的负担。之
后，通辽市政协还把这一信息修改后报送到
自治区政协，形成《三类残疾儿童康复治疗
亟须纳入城乡居民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的
社情民意信息，建议自治区借鉴通辽市做
法。同时，市政协也向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自治区卫健委报送了信息，在更大的平台
上，为残疾儿童的康复呼吁。

今年，王刚又把目光投向了残疾儿童的
教育。他以奈曼旗为例，提出无论是新建的
特殊教育学校，还是能够接受残疾儿童就读
的普通学校，对残疾儿童都只能开展培智教
育，却不具备开展康复的师资和条件，不能
保障有康复需要的残疾儿童健康成长。基于
此，王刚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残疾儿童康
教融合的建议》，建议推进特殊教育学校建设
的同时，为特教学校补充师资，调配足够的
工勤人员，同时深化特殊教育学校与康复机
构的合作。

再次走进王刚创办的儿童康复中心，“折
翼的天使”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日复一日地
进行着艰难训练，点点滴滴的康复效果对这
些家庭而言是巨大的支撑，王刚和康复师们
就是这些信心的传递者。“原先都是点，回首
是一条线。”王刚说，累计有300多名孩子在
这里接受康复治疗，有24名孩子经过康复已
进入学校学习。而这，正是支持他继续走下
去的信心和底气。

为“折翼天使”照一束光
通讯员 菅海霞

从满头黑发干到满头白发，三十年初心不
改勇往直前，坚守政协委员普法情怀；用脚步

“丈量”普法之路，用责任担当不断播撒法治
种子，书写政协委员普法乐章。

翻开记忆的长河，20世纪90年代，怀着
青春的梦想，我登上了三尺讲台去筑梦、逐
梦、圆梦，当上了“孩儿王”，下课后跟学生
们“黏”在一起，打球、郊游、讲故事，用我
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滋润学生们幼小的
心灵。

时光流转，1994年，全区第二条高等级
公路——南 （宁） 梧 （州） 二级公路建成通
车，经组织的严格选拔，我当上了一名交通警
察，再后来成为县政协委员。记得第一次去处
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名小女孩因突然横穿
公路而葬身于车轮底下，父母哭得肝肠寸断的
场景，令我十分震惊和心痛。从此之后，我义
无反顾地再次走进校园，拿起久违的教鞭，利
用曾经当过教师的专业技能，利用政协委员的
影响力，扛起向师生们传授交通安全知识那沉
甸甸的责任。

从那时起，我通过创新普法宣传的载
体，把挂满宣传交通安全版图的“大篷车”
开进了公路沿线的各所中小学，把具有警示
教育意义的普法宣传从“填鸭式”向“体验
式”传递给学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
利用自身优势，把发生在同学们身边一个个
典型的案例，精心制作成图片、PPT、板报等
普法课件，通过以案说法、有奖问答等方
式，宣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和法律知识，并
注重在课堂上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不久
后，中小学生对交通安全知识、法律法规的
知晓率大幅度提高。

当年10月，几经争取，我和几名政协委
员在紧邻南（宁）梧（州）二级公路又事故频
发的潭东乡丽新村小学，建立起全县第一支示
范性的“小黄帽护路队”，言传身教地向他们
传授交通安全常识，让师生们懂得“过马路，
左右看，不在路上跑和玩”等乘车走路安全常
识，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师生遵纪守法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也就在当年，经多方调研论证，
我撰写的提案《应切实加强中小学生的交通安
全教育》荣获当年度的优秀提案，我本人也被
评为年度优秀政协委员。

2013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修订实施，这本小册子便成为
我手头必备而又时常翻阅的读本。细细品

读，我知晓了学生的权利和义务，知晓了新
时期的教育方式。作为普法教师，作为一名
政协委员，我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参
政议政的机会，去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
法，把法治的种子播撒在学生心田，让孩子
们扣好人生第一颗法治的“扣子”，最大限度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意外伤亡的
发生。

那是一个阳光柔媚、微风轻拂的清晨。7
点刚过，我带领10多名政协委员组成的爱心
团队和满满一车小黄帽、体育器材和学习用
品，冒着沥沥小雨，驱车向素有藤县“西伯利

亚”之称的大黎镇中心小学进发，上午 10
时，委员爱心团队终于到达大黎镇。在大黎中
心校宽阔的大操场上，600多名穿着整齐的校
服、戴着鲜艳红领巾的孩子们，眼神里充满了
求知的欲望和期盼，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等待
着普法和捐赠活动的开始。

当一顶顶小黄帽戴在孩子们的头上，操场
上顿时变成了一片黄色的海洋，在阳光照射
下，鲜亮的小黄帽格外醒目耀眼，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随后，戴上红领巾的政协委员团
队把一大批体育器材、学习用品、交通安全手
册、奖学金逐一分发到孩子们手中，孩子们和
委员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天，警
官姐姐林胜兰以案释法，以有奖问答的互动授
课方式，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交通安
全课，叮嘱孩子们要学法守法，时刻注意交通
安全，文明乘车走路，高高兴兴上学，平平安
安回家。

普法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一名光荣
的人民教师到校外法制辅导员，再到法制副校
长，从县政协委员到县政协常委，我这一干就
是30年。从满头黑发干到满头白发，从单纯
的交通安全课，发展到如今的禁毒、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防溺水、防早恋、防电信诈骗等
法治宣传课。年复一年，我撰写了230多万字
的普法文章，发放70多万顶小黄帽，600多万
份普法宣传资料、小礼品；年复一年，我不断
扩大普法宣传的阵地和委员的影响力，从城里
到乡下，从中小学生到县直单位、厂矿企业的
干部职工。

还记得2016年12月的一天上午，我在藤
县公安局“警营开放日活动”现场组织活动
时，接到了在柳州高中读书的小陈同学的电
话，“李老师，我这次段考各科成绩都获得优
秀，请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毕业后也要像
你一样当一名人民警察，为家乡的平安和谐作
贡献。”小陈同学曾是象棋镇中学的初中学
生，因为不慎结交了社会上不良青年、参与盗
窃而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015年10月，作为
学校法制副校长的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单独
和他谈心了一次又一次，从法律谈到人生，我
告诉他，要放下思想包袱，好好学习，次年小
陈不负所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柳州高中。
接到他电话的那一刻，我更加坚信自己的一切
努力都是值得的。

润物无声三十载，浇灌桃李满芬芳。如
今走上街头，一声声“李老师”“李委员”的
亲切呼唤令我倍感充实；节假日学生们一条
条饱含感情、暖人心扉的祝福，都化作一股
暖流涌动在我的心中。特别是当我看到，全
县青少年交通事故和违法犯罪在逐年下降，
孩子们在法治的道路上茁壮成长，我便觉得
无怨无悔。

普法“润物无声”三十载
李伟明

李伟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政协常委，
“平安藤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李伟明带领 10 多名政协委
员组成的爱心团队和满满一车小
黄帽、体育器材和学习用品，冒着
沥沥小雨，驱车向素有藤县“西伯
利亚”之称的大黎镇中心小学进
发。在大黎中心校宽阔的大操场
上，600 多名穿着整齐的校服、戴
着鲜艳红领巾的孩子们，眼神里
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和期盼，安静
地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普法和捐
赠活动的开始。

王刚作为第五届通辽市政
协委员履职届满，在第六届通
辽市政协委员推荐期间，他毛
遂 自 荐 ， 希 望 能 够 连 任 一 届 。
理由很简单：“因为有关残疾儿
童的医保等政策还不稳定，希
望自己在政协的大平台上，能
够进行更加广泛的呼吁。”

发挥“三个作用” 争当合格委员·履职故事

编者按

今年5月30日，王沪宁主席在十四届全国政协新任委员学习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时要求，广大
政协委员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政治能力，强化实干担当，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全面

提升履职效能，做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工作，充分发挥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
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共同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本报开设《发挥“三个作用” 争当合格委员·履职故事》专栏，诚邀各级政协委员讲述在
发挥“三个作用”方面的生动履职故事，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