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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助到助人，这条路上我比任何人

都懂得：残疾不是生命的句点，而是换了一

种方式——在裂缝中无所畏惧地成长。”今

年 41岁的周海云是石楼县小蒜镇小蒜村人，

多年来，他始终奔波在扶残助残事业的第一

线，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

你失去了什么，而在于你给予了什么”。

这是一个关于自我救赎与播撒希望的

故事。2010年 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

底改写了周海云的人生剧本。那年他 22岁，

青春正盛的生命在刺耳的刹车声中黯然失

色。经诊断，他的胸椎 10-11节粉碎性骨折，

脊髓遭受严重损伤，神经受压，“肢体一级伤

残”的诊断书宣告了残酷的判决——余生将

与轮椅为伴。

在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后，周海云曾一

度深陷消沉的泥沼，但他始终没有放弃，选

择在裂缝中寻找微光。借助新媒体平台，他

发现了许多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同路人，他们

分享着各自的挣扎与突破，用真诚的鼓励点

亮彼此前行的路。通过一次次的心灵对话，

周 海 云 开 始 以 全 新 的 视 角 审 视 自 己 的 人

生。曾经的痛苦与不甘，逐渐化为接纳与蜕

变的养分。在伙伴们的陪伴下，他不仅学会

了与命运和解，更勇敢地探索出一条属于自

己的生活新路径。他从最基本的自我康复

做起，学习穿衣、上下轮椅等日常技能。一

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无数次，直到能

够独立完成一件小事。每一次的成功，都让

他感受到久违的喜悦和信心。就这样，从零

开始，周海云一步步掌握了各种生活技能，

逐渐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

2016年，周海云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

转折点。通过网络报名，他成功获得了北京

“希望之家”的录取资格。这是一个为脊髓损

伤者提供全方位支持的公益组织。在这里，

他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内容涵盖生活

能力提升、康复训练、理论知识学习、心理辅

导以及社会融入等多个方面。在老师的指导

和帮助下，他不仅学会了如何更好地照顾自

己，还对残障人士的身份有了全新的认识，最

重要的是他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信心。

培训结束后，周海云将所学知识付诸实

践，不断练习和巩固，渐渐地能够独自背包

出行，乘坐地铁、高铁甚至飞机，不再需要他

人的陪同。之后，他重新回归社会，以不同

的视角和经历去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当

然，他深知自己的“重生”离不开他人的帮

助，同时，作为一名残疾人，他比谁都更懂得

这个群体的困境与渴望。因此，他决心将这

份幸运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他利用

网络平台、微信和上门访视等方式，将自己

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分享给其他残障人士，鼓

励他们直面困难、重拾信心。

2017年至 2018年间，周海云与一群怀揣

共同理想的伙伴们携手，在离石区成功举办

了两场意义非凡的残障人士交流盛会。这

两场聚会不仅打破地域界限，更搭建起心灵

沟通的桥梁，吸引了来自我市 13 个县（市、

区）的 100 多名残障人士踊跃参与。在聚会

上，他作为代表，系统性地分享了压疮预防

护理、泌尿管理、轮椅技巧等脊髓损伤的专

业知识。每一个细节的讲解都凝聚着他多

年的亲身经验，只为帮助更多残障朋友突破

身体限制，勇敢走出家门，重新拥抱社会。

通过分享生活经验、交流康复心得，他们在

互帮互助中重拾生活信心，描绘出一幅守望

相助的动人画卷。

2019年，周海云在轮椅上开启了新的人

生篇章——成为一名美食博主。通过镜头，

他带观众探寻石楼的地道美食，用味觉记忆

串联起这座小城的文化脉络。这份新事业不

仅为他打开了全新的人生可能，更向公众展

现了残障人士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和无限潜

力。而在镜头之外，他依然坚持走访身边的

残障伙伴，耐心倾听他们的困境，用智慧和经

验为一个个具体的生活难题寻找解决方案。

2023年 9月，这份坚持终于结出硕果，由

他发起的“石楼助残帮扶公益组织”正式成

立。从招募志愿者到募集善款，从需求调研

到物资采购，他带领团队为当地困难残障人

士提供精准帮扶。根据每个家庭的特殊需

求，为他们送去了电动轮椅、洗衣机、燃气灶

等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物品。截至目前，已

有 20 多个残障家庭在他们的帮助下重拾生

活的希望。这些看似平常的家电，对受助者

而言却是改变生活的钥匙，而周海云，正是

那个传递希望的使者。

在命运的深渊里，他曾独自挣扎；在希

望的微光中，他选择照亮他人。周海云用自

己的人生轨迹，书写了一个关于“重生”的故

事——从绝望的谷底到生命的绽放，从自我

救赎到温暖他人。这条蜕变之路，不仅彻底

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剧本，更如同一束耀眼的

光芒，为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残障伙伴指明

了前行的方向。

周海云：裂缝中的一束光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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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冯海砚 梁英杰） 5月

23日，“凤凰来仪”2025全国书画名家相约

中阳·书画展暨研讨会在刘志强艺术馆开

幕。

刘志强艺术馆位于中阳县西合村，设

三个展厅，总建筑面积 2500 平方米，是一

个对公众开放的多功能学术机构。馆内常

设刘志强、任荣贞夫妇的书法、国画作品，

其创作根植吕梁地域特色，兼具其子女幼

年的涂鸦作品，生动展现了“书画传家”的

艺术传承理念。此外，艺术馆还肩负着收

藏、研究当代书画艺术名家作品的重任，并

且不定期举办各类讲座、培训活动，通过多

样化的形式积极传播传统文化艺术，为推

进乡村文明建设、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此次展汇聚了北京凤凰岭书院的王

祖诤、白金尧、冯建国、李樯、李国月、刘志

强等书画家的 60 余件精品力作。其中，

王祖诤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担任

电影《卧虎藏龙》书法艺术指导，为李安、

周润发、章子怡教授书法，为世界人民了

解中国书法的刚柔相济、舒缓优美的魅力

和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博大精深做出

了积极贡献；白金尧则是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化部华夏

文化遗产中国画院院委，先后在国内外举

办二十余次个人画展及联展，作品多次入

选国家大型美术和书法展并获奖，被国内

外多家机构和个人收藏，出版多部个人美

术专著；冯建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作品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青年展、

隶书展、楹联展、手卷展共十余次，获首届

“林散之奖”书法传媒三年展佳作奖，《人

民日报》海外版、《书法报》专版介绍，在北

京、山东、陕西、江苏举办多次个展；李樯

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写意画院导师，沈鹏精

英班成员，曾来德工作室助教，文化部文

艺人才中心书法高级研修班导师，中国书

协会员，著有《秦汉刻石选译》《杞芳堂读

碑记》《济宁汉碑考释》《近现代书人二十

家诗评》等；李国月书法以草书见长，旁涉

行楷篆隶，书风气韵高古雄浑壮阔，系中

国书协会员，曾荣获第十四届河北省文艺

振兴奖、河北省第十一届燕赵群星奖，在

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书法展览中获奖入

展十余次；刘志强作为艺术馆的创办者之

一，不仅擅长书法，在国画创作上也颇有

建树，他的作品扎根吕梁本土文化，将传

统艺术与地域特色完美结合，具有极高的

艺术价值。这些艺术家们以笔墨为桥梁，

将书院深厚的文脉体系与中阳黄土地质

朴雄浑的气运完美熔铸。

展览现场，每一幅作品都凝聚着创作

者的心血与情感，或气势磅礴，或细腻婉

约，涵盖了书法、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既

有国学文化底蕴，又吸纳剪纸、年画等民间

艺术元素，集中呈现了对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探

索，吸引着参观者驻足欣赏、细细品味。

开幕仪式结束后，与会专家高度评价

展览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围绕“传统文

化当代转化”“艺术助力乡村建设”等议题

展开深入研讨，分享创作经验与心得，为艺

术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推动书画艺术的

繁荣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学者们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通过名家作品下乡、学术资源

下沉的方式，为城乡文化互动提供了新范

式，而刘志强艺术馆更是以“用艺术点亮乡

村”的探索，让更多人看到艺术不仅是高雅

的殿堂文化，更是滋养乡村文明、提升生活

品质的重要力量。

全国书画名家相约中阳办画展

本报讯 （记者 康桂芳） 近日，一场充

满青春张力与创新思维的艺术盛宴——吕

梁学院艺术系 2025 届毕业生作品汇报展启

幕。这是 201 名毕业学子的成长答卷，更是

我市高等教育深化产教融合、传承地域文

化、培育时代新人的生动缩影，为区域教育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艺术动能。

展厅内，百余件作品交织成一幅活力

四溢的教育成果长卷。油画作品《家》以父

母生活的温情瞬间为蓝本，通过生日欢聚、

宠物相伴等四组细腻画面，将平凡日常升

华为家国情怀的微观注脚，生动诠释艺术

源于生活、服务生活的教育真谛；极具视觉

冲击力的《跨越时空的连接》中，身着破旧

军服的革命先辈与现代武警隔空握手，以

超现实手法构建起精神传承的桥梁，既是

对吕梁红色基因的赓续，更彰显出新时代

艺术教育培根铸魂的使命担当。这些作品

不仅展现出学子扎实的专业功底，更折射

出吕梁学院艺术系“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的教育成效。设计作品《破茧成蝶》作品主

体为一位静坐冥想的人像雕塑，其姿态舒

展 放 松 ，仿 佛 正 处 于 自 我 蜕 变 的 关 键 阶

段。在人像雕塑两侧，延伸出巨大的蝶翼，

结合毛绒植物与彩色项圈，营造出极具视

觉冲击力且充满梦幻感的艺术效果……艺

术系负责人表示，这些作品或许尚未臻于

完美，却饱含学子们对艺术的赤诚探索，承

载着无数个日夜的构思打磨，正是“艺启”

主题中艺术启程的生动注脚。

作为我市高等教育体系中文化育人的

重要窗口，吕梁学院艺术系始终立足本土、

面向时代，创新构建“两入一启”特色育人

模式。在专业建设上，美术学专业锚定师

范教育核心定位，通过“技法实训+教育理

论+乡村美育实践”三位一体培养体系，为

吕梁市乃至山西省中小学输送了大批“能

教善创”的美术教育骨干；绘画专业深挖晋

绥文化底蕴，以油画、国画等艺术形式为载

体，让碛口古镇的窑洞、黄河岸边的纤夫等

地域元素跃然画布，推动传统文脉创造性

转化；艺术与科技专业紧扣数字经济发展

浪潮，与本地文旅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孵化

出的智慧展馆设计、非遗数字文创等作品，

切实打通了艺术教育与产业需求的“最后

一公里”，成为我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

示范样本。

此次展览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吕梁学院

在探索地方高校特色化发展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一步。作为我市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

重要实践，未来，该院将继续以艺术教育为

支点，撬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为我市建

设特色教育强市、打造晋陕黄河流域文化新

高地持续贡献教育智慧与艺术力量。

吕梁学院艺术系举办2025届毕业生作品汇报展

以艺术之笔书写教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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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

在 商 场 流 光 溢

彩的中庭、地铁川流

不息的换乘通道、高

铁 站 人 潮 涌 动 的 夹

层，自动扶梯如同银

色的传送带，承载着

城 市 的 节 奏 。 但 当

孩 童 欢 笑 着 逆 着 扶

梯方向奔跑时，这架

“ 文 明 机 器 ”瞬 间 变

为 危 险 的 绞 索 。 那

些 在 扶 梯 上 逆 流 而

上的小小身影，正在

用 童 真 丈 量 着 安 全

的红线。

许多家长对扶梯

逆 行 的 危 险 认 识 不

足，认为只要看好孩

子就不会出事，忽视

了扶梯本身存在的机

械故障、设计缺陷等

潜在危险。而且家长

往往因忙于购物、接

打电话等事务而疏于

看管孩子，导致孩子

独 自 靠 近 或 乘 坐 扶

梯，增加了事故发生

的风险。另外商场和地铁站等场所也缺

乏必要的安全措施和监管。

扶梯逆行猛于虎，每一个惊险瞬间

都在提醒我们：守护孩子乘梯安全，需

要社会与家长共同织密防护网。首先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责任重

大。家长在日常家庭教育中要反复提

醒孩子扶梯逆行的危险性，培养孩子的

自我保护意识。并且应陪同孩子乘坐

扶梯，确保孩子站在安全区域内，并握

紧扶手。除此之外，商场、地铁等公共

场所加强扶梯的日常维护和检查，设置

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配备专业的安

全管理人员。也应当升级“主动防御”

系统。例如，武汉地铁 5 号线的扶梯安

装了 AI 行为识别系统，一旦检测到逆

行、摔倒等危险行为，立即触发声光报

警并通知工作人员。这种“科技保镖”

值得推广。

当我们在扶梯上握紧孩子的小手，

当商场的防护板开始发挥作用，当“站稳

扶好”成为全民共识，那些曾在扶梯上逆

行的童真身影，才能真正在安全的羽翼

下自由奔跑。这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珍

视，更是现代城市文明最温暖的注脚。

让我们从每一次乘梯开始，用细节守护

安全，用责任传递文明。

图为群众观看画展图为群众观看画展。。 冯海砚冯海砚 梁英杰梁英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