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座用圆木棒和竹棍搭建的埃菲尔铁塔，

是为学校助残日活动制作的，从上周一开始制

作，现在已经完工了，她正在帮着上色。”5月 15

日，在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七十三班教室

里，武艳娥拿着小刷子仔细地为已经搭建完成

的木塔补涂颜料，站在旁边的班主任老师李彦

兰告诉记者。

17年前，造化弄人，从来到这个世界起，武艳娥

就不幸比同龄人缺少了宝贵的听力。不过在命运

的重击面前，她没有被击垮，而是选择了顽强的抗

争。从七岁开始就在父母的支持下，来到吕梁市特

殊教育学校上了学前班，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路。

“在这里，国家有一系列优惠政策，不仅学

费减免，住宿、伙食，甚至校服都不需要花钱，就

是希望她们能在全社会的帮助下，正常融入社

会，追求美好生活。”李彦兰介绍说。

在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武艳娥从学前班

开始，目前已经到了九年级。期间，她不仅完成

了语文、数学等基础文化教育，还学习了律动、

绘画、手工等艺术课程。

“武艳娥非常优秀，对自己表现出超越常人的

自律，去年由于疫情上网课，每次也都早早进入课

堂，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李彦兰告诉记者。

5 月 21 日，即将迎来第三十三次全国助残

日。今年全国助残日活动的主题为“完善残疾

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

事业全面发展”。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也像往

年一样，提前组织了主题活动。武艳娥用贝壳

和扭棒精心制作了《师恩难忘》的手工，在初中

即将毕业之际，表达自己对学校、对老师的感激

之情。

“下半年，我就能升到高中了，除了文化课，

还能继续学习一门职业技能，为毕业以后的发

展铺路。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向着更高的目标

不断前进。”武艳娥表示。

“啊——呜呜呜……”一声巨响紧接着传来

孩童痛苦的呜咽声，一对父母循声而来大惊失

色，5 岁的孩童在看到父母那一瞬间停止了哭

泣，晕厥过去。

回忆过去，如今已经 37岁的郭宏杰感慨不

已，作为当初肆意玩闹、大意从邻居家房顶摔

下来的主人公，对那段年幼的记忆其实已经模

糊，更多是依靠父母深刻的印象和反复的描

述。外力碰撞致使郭宏杰大脑神经受到损伤，

导致偏瘫，右侧身体无力，经鉴定为肢体四级

残疾。

身体的残疾使郭宏杰从小十分自卑，看着

同学朋友们在学校里活蹦乱跳，他羡慕极了。

高中毕业后，郭宏杰在县城学习了计算机知识，

随后外出打工从事了维修电脑的工作。

2015年，为了照顾日渐老去的父亲，郭宏杰

回到回龙镇，利用自己打工积攒的一点收入自

主创业，开起了小卖部。靠着老实厚道的品行，

他的小卖部逐渐发展为集米面粮油、烟酒副食、

桶装水销售、京东快递、金融服务，便民服务等

多种经营一体的商店。郭宏杰的小店更是被中

国建设银行指定为县域乡村指定合作商户服务

点，进行“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布放银行卡受

理终端设备，极大便捷了老年村民的存取款问

题。

郭宏杰通过自己的奋斗摆脱了贫困，不断

提升自身的服务品质，坚持诚信经营，赢得了市

场，还得到了群众的信赖。同时郭宏杰还心系

社会，在疫情开始肆虐之际，他向疫情防控一线

的人员捐献饮用水和方便面等必需物资，助力

抗击疫情，受到了村民和防疫人员的广泛赞

誉。2020年，郭宏杰被交口县评为残疾人就业

创业典型。

郭宏杰说：“我从小就十分自卑，现在我相

信，自己也能靠着努力做到普通人一样的标

准。”如今的郭宏杰有一个四岁的可爱女儿，他

更希望让自己成为孩子的榜样，传递给孩子不

对命运屈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在人的一生中，命运总爱开些玩笑，总有些

事情无法圆满。可即便如此，有一些人却乐观

向上、积极面对、坚韧不拔，走出了属于自己的

精彩人生路。“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来自石楼县罗村镇马家庄村的丁永茂用自己的

人生历程真正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

今年 33 岁的丁永茂出生在石楼县罗村镇

马家庄村的一户贫困家庭，从小不幸患有侏儒

症，从出生的那天开始，他的人生就被钉在了命

运的十字架上。在读书过程中，因身体原因影

响了学业，但他没有放弃，反而克服重重困难，

考上了一所专科院校，紧接着又经过自己的不

懈努力，考上了中北大学。原本想着大学毕业

后找份工作，就可以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可

现实却再一次将他狠狠地拍在地上。他参加了

很多招聘会都以失败告终，毕业即意味着失

业。“我曾经颓废过，面对别人的冷嘲热讽，甚至

想过放弃生命，可是看一看生我养我的父母，他

们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人，我怎么忍心让他们

伤心欲绝。于是，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更

加努力，活出个样子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丁

永茂告诉记者。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已经培训过的

部分护工人员因为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无法

远离家乡去外地就业，家政行业市场发展潜力很

大。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家政

公司。通过几年的努力，小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逐步得到了本地市场的认可，员工规模逐年增

加。身残志坚，不向命运低头，他也荣获了吕梁

市自强创业优秀个人等多项荣誉奖励。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会想着为别人撑把

伞。“我就是残疾人，深感残疾人在生活中的不容

易，我要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丁永茂带着这样

的初衷，去年 10月份，成立了石楼县乐健托养服

务有限公司，专门为残疾人提供按摩、心理咨询、

上门理发、上门体检、代购、维权等各项服务，进

一步提升智力、精神、重度肢体残疾人家庭生活

质量。“虽然这个公司才刚刚成立，但在党的政策

的指引下，在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下，我有信心

把它做好。”丁永茂对此满怀期望。

““郝阿姨郝阿姨，，您真好您真好，，我既佩服您的耐心和爱我既佩服您的耐心和爱

心心，，也佩服您的医术也佩服您的医术。”。”

““院长妈妈院长妈妈，，咱们医院就像我的咱们医院就像我的第二个家。”

“郝大姐，我在外面适应不了环境，想在咱

们医院找一份工作，您帮帮我。”

患者口中的“郝大姐、郝阿姨、院长妈妈”是

汾阳市精协医院院长，精神科医师。29年来，每

天面对有精神障碍的病人，即使被患者揪头发、

扇耳光、辱骂……郝江红依旧用她包容的心态，

努力修复患者受挫的心灵，让他们能够重新回

归家庭、回归社会，过正常的生活。

初进入精神卫生行业，彼时温婉可人，对未

来充满憧憬的郝江红和众多普通人一样，对这

份工作带有偏见甚至恐惧。逐渐走进患者的世

界，用心去感受他们的世界后，郝江红觉得他们

和普通患者一样，只是普通患者大多数受到的

是肉体的病痛，而他们是精神层面的病症折磨，

并且，他们比普通患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关

心。至此，她坚定的选择要做一名尽职尽责的

精神科医生，用自己所学，救治那些受伤的心

灵。

有一名叫宋桂花的患者，初中时发病，带病

考入大学，当时因家庭贫困放弃了上学。在郝

江红的耐心治疗下病情好转，并应宋桂花的请

求，为她在汾阳精协医院安排了一份力所能及

的工作。由于宋桂花是带着症状工作，时不时

会伴有幻听、疑心、自责。于是，郝江红全程跟

踪她的工作情况和病情，对她进行就业指导、症

状自我处置指导和复发先兆识别指导。拿到第

一笔工资的时候，宋桂花惊喜自己的人生价值

得到了肯定，也觉得活得更有意义了。

宋桂花的第一次婚姻里，丈夫不支持她吃

药看病，导致病情复发。第二次婚姻虽幸福美

满，但宋桂花担忧自己的病情遗传给孩子，同时

也担心自身疾病问题不能很好地抚育孩子。郝

江红及时给予她科学指导，鼓励她生育，并为她

专门调制了药，宋桂花不仅顺利产子，而且在汾

阳精协医疗团队的就业指导下，成为该院康复

治疗室社工师，帮助其他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康

复。

“我是医生，也是他们的朋友。”记者问起她

是否后悔选择这行？她坚定地说道：“如果再给

她一次机会，她还会选择做一名精神科医生，尽

管这份工作很辛苦也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会选

择坚持，不忘初心。”

在全国助残日的前夕在全国助残日的前夕，，记者走进吕梁市残记者走进吕梁市残

疾人职业技能学校疾人职业技能学校，，在三年级的教室里在三年级的教室里，，见到了见到了

听障班的班主任姚改花老师听障班的班主任姚改花老师。。

3838岁的姚老师已经工作了岁的姚老师已经工作了 1818年年，，她的学生她的学生

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谈起当初为什么谈起当初为什么

会选择当一名特殊教育的老师会选择当一名特殊教育的老师，，姚改花告诉记姚改花告诉记

者者，，她的舅妈是一位手语老师她的舅妈是一位手语老师，，小的时候看着舅小的时候看着舅

妈做手语就觉得很美妙妈做手语就觉得很美妙，，这给姚老师种下了一这给姚老师种下了一

颗种子颗种子。。长大后长大后，，在选择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姚改花决

定自己也投身到特殊教育事业中。

从山西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当时仅仅 21
岁的姚老师就到了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

校，学校刚成立第一批招生，20 岁以下的都可

入学，面对着比自己小一两岁的学生，如何让

他们接受自己这个“小”老师，姚老师有些犯

难。既然都是同龄人，那就以朋友的方式相

处，住在学校宿舍的姚老师，每天都和学生一

起上课吃饭，从“吃饭了吗？”这类最简单的日

常生活手语进行交流，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学 生 和 她 都 打 开 了 心 扉 ，亲 切 地 称 她 为“ 姚

姐”。说起第一届的学生，姚老师特别感慨：

“和学生们在一起总是会收获很多的感动，听

障孩子们特别懂得感恩，当他们感受到善意，

他们也会用他们无言的爱回报你。”她现在依

旧清晰地记得，每次她生病的时候，总有学生

会默默把各种药放在讲桌上。

“最开始，我对特殊教育的理解并不深，以

为就是教它们认字和打手语，后来，在与学生的

相处中，我慢慢发现，即使教会了他们手语，可

以和无障碍的交流对话，也很难让他们敞开心

扉。要想和学生亲密的交流，必须融入到他们

这个群体当中，走进学生的心里，从心开始，倾

听他们的内心的语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姚

老师明白了，比起手语教学，心与心沟通更为重

要。

姚老师告诉记者，班上曾有一位学生学习

挺好，但是特别调皮捣蛋，经常欺负女同学，老

师们都很头疼。姚老师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开

始了长期的跟踪记录，给他制定了专门的教学

计划。回忆这段过程的时候，姚老师的声音不

自觉地扬了上去，眼神也明显地亮了起来。

谈到对孩子们的期许，姚老师讲得平静实

在：“孩子们不一定要在学习这条路上走得多远

多高，我更希望孩子们可以提高自己的交往能

力，凭着一技之长，融入社会，快乐生活。”

结束采访的时候，学生们正好也从操场回

到了教室，看到我们在，他们并没有拘束，凑过

来一起看他们为学校文化节准备的手工画，姚

老师一只手向学生竖起大拇指，被表扬的同学

摸摸脑袋，开心地咧嘴笑了。

郝江红：医者医人 仁者医心

市残联：爱心相连 阳光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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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娟娟张娟娟

姚改花：从心开始 让爱发“声”
□ 本报记者 李亚芝

武艳娥：奋力拥抱 美好生活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郭宏杰：抛却阴霾 焕发光彩
□ 本报记者 白凯冰

丁永茂：勇立潮头 绽放风采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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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21日是第33次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市残疾人生活
水平和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用拼搏奋进之力，努力书写生活精彩篇章。让我们走近他们，感受他们身残志坚背后的故事。

55 月月 1919 日日，，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脑瘫孩子们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脑瘫孩子们

迎来了贵客迎来了贵客，，市残联工作人员在理事长王海涛市残联工作人员在理事长王海涛

带领下带领下，，为他们送来了儿童专用轮椅为他们送来了儿童专用轮椅。。有了轮有了轮

椅椅，，他们更方便他们更方便““走出走出””户外户外，，尽享大自然的美尽享大自然的美

好好。。

为了支持残疾人事业为了支持残疾人事业，，今年全国助残日到今年全国助残日到

来之际来之际，，明门集团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明门集团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

同开展了同开展了““阳光伴我行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项目集善明门儿童项目，，为为

脑瘫儿童的康复和护理提供帮助脑瘫儿童的康复和护理提供帮助，，解决解决““出行出行

难难、、护理难护理难、、负担重负担重””的问题的问题，，方便脑瘫儿童走出方便脑瘫儿童走出

户外户外，，融入社会融入社会，，享受阳光享受阳光。。此次活动特为我市此次活动特为我市

康复机构和脑瘫儿童捐赠康复机构和脑瘫儿童捐赠 4949 辆儿童轮椅辆儿童轮椅。。和和

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一样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一样，，市残疾人职业市残疾人职业

技术学校技术学校、、离石区田家会社区残疾人康复中心离石区田家会社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离石区残疾人康复中心也离石区残疾人康复中心也收到了市残联送来的

捐赠的轮椅，以及 2000 元、5000 元的慰问金。

残疾儿童用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表达他们对

党、对社会各界给予他们关爱的感激之情。

今年助残日的活动主题是完善残疾人社会

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

面发展。为了开展好助残日活动，市残联深入

残疾人服务机构和特教学校，广泛开展慰问活

动。同时积极开展残疾人就业援助活动，联系

山西海玉食品有限公司等单位推出部分专门针

对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并在吕梁市残联微信公

众号发布。市县两级残联对用人单位进行“拓

岗”走访宣传，对用人单位给予相关的用工服务

和政策支持，将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积

极帮助各类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实现更高质量

的就业，营造理解、关心、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

的良好社会氛围。

精彩的唢呐演奏，盲童的世界光明灿烂；优

美的舞蹈，听障孩子的生活鸟语花香。在市残联

的组织下，各级各类残疾人学校精心排练，孩子

们载歌载舞庆祝自己的节日，展现独有的自信和

风采。与此同时，市残联还深入人口聚集区，广

泛开展了健康义诊活动，旨在做好医疗康复、残

疾预防指导等服务。并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

悬挂宣传横幅，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资料，提高

助残政策知晓率，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加入到扶残

助残事业当中，共同创造文明和谐文明社会。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雅萍李雅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