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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2日一大早，记者收到杨泽发来的

一条微信信息。信息是一张报纸副刊版面，

整个版面就三篇文章，最显眼的还数头条位

置的一篇叫“我和母亲”的文章。仔细打开

一看，文章的作者是杨泽。杨泽告诉记者，

他写的一篇文章，关于自己和母亲的，被发

表在了学校的报刊上。

杨泽也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投的稿，但

是看到自己的文章见报了，心情异常激动。

杨泽是记者在 2023 年采访过的一名大

学生，这个学生有点特殊，是坐在轮椅上的，

而且是母亲推着上了大学。

1997年，出生在临县招贤镇立新庄村的

杨泽，一出生就被诊断为脊膜膨出，这种病

就是临床医学常见的小儿先天性中枢神经

系统发育畸形，随后又先后被确诊为脊髓栓

系统综合征、椎管内囊肿术后复发伴脊髓空

洞，这些病都需要手术治疗，二十多年来，杨

泽先后经历过 5 次脊髓神经松解术手术，因

病辍学 4年！

在 求 学 的 路 上 ，杨 泽 一 直 没 有 放 弃 ，

2023 年他如愿以偿踏进大学的校园。那一

年他 26周岁。

2022年 7月 18日，杨泽收到了山西省中

医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按理说，他在当年

的秋季入学时就应该去学校报到，但是因为

身体出现突发情况，不得已休学在家。“好不

容易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学校，可是身体又出

现了问题。”杨泽的痛苦除了他自己清楚，母

亲薛锦龙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杨泽比同龄人早一年上小学，母亲担心他

年龄小，跟不上，就让他留了一级。他开始在

村里的学校上学，一大家子照应起来也比较方

便。后来村里的学校撤并，只好转到邻村学

校。转校后，杨泽开始了艰难的住校生活。

那段时间，杨泽每半个月回一次家。“孩

子本来就年龄不大，再加上身体有病，和别

的孩子不能比。”薛锦龙虽然不能陪杨泽住

校，但心却每天牵着杨泽。“家里距离学校二

十多公里的样子。有一年冬天下雪，山险路

滑，二十公里的路杨泽硬是走了整整三个小

时。”母亲每每谈起这段往事，杨泽脸上却显

得从容自在。对于杨泽来说，那段日子反而

是自己学生生涯中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

2006年，杨泽的父亲在煤矿打工时发生

意外，导致右腿粉碎性骨折。为了方便母亲

去照顾父亲，杨泽随父母再次转校。在母亲

的悉心照料下，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所有的

一切仿佛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殊不知，命运

再一次向这个家庭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那是在 2008 年，杨泽已经是五年级学

生。有一天他突然感觉走路很吃力，父母觉

得不对劲，随即带他去山西省人民医院检

查。那一次，诊断结果是脊髓栓系统综合

征，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手术后，杨泽只能选择休学，父母每天

天不亮就起床，坚持带着杨泽练习走路。“那

会儿就怕他站不起来，走不了路。”薛锦龙决

心一定要把杨泽送回学校。

在农村，遭遇一场大病哪里还顾得上考

虑上学的事情。但薛锦龙坚决要求杨泽坚

持学业。亲朋好友上门劝说：“就在家里养

着吧，可别再折腾了！”村里人也投来了异样

的眼光：“看这娃能念成块什么料！”

杨泽性格随母亲，要强。小的时候还不

懂得要去上学，已经到了上初中的年龄了，

杨泽心里始终觉得，病魔的困难不算什么，

再难也要去上学。

2012年，休学三年的杨泽由于病情恶化

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被诊断为栓

管内囊肿术后复发伴脊髓空洞，需要进行第

四次手术。术后，杨泽整整一周滴水未进，

只要轻轻一动便是撕心裂肺的疼痛，在出院

后的好几个月里，他每天必须以趴姿状态才

能缓解疼痛，就这样他心里想的仍然是赶紧

好起来，站起来，想着有朝一日重回学校。

2013年病情好转后，杨泽随父母来到离

石，在一所民办学校开始了初中学业生涯。

这三年，杨泽是幸福的，因为三年间身体状

态稳定，未见异常。在此期间，他不仅成绩

优异，而且还被老师和同学推选为班长。

2016年，杨泽顺利考进山西省首批重点

中学吕梁市贺昌中学。本想着通过自己的

努力，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没承想，2017年

旧病再次复发。随后杨泽再次来到北京进

行了第五次手术。那年秋季，杨泽不得已再

次留级，重新返回高一年级的教室。

班上的同学知道杨泽的情况后，每天上下

学轮流陪护着他。班主任马飞云老师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就这样杨泽在病痛中完成着三年学

业。高三那年，病情再一次复发，杨泽再次休学，

2020年杨泽高中毕业，未能如愿考上大学。

那一年，杨泽已经 24岁。和他同龄的同

学们早已经大学毕业，有的已经研究生毕

业，还有的早几年就走上了工作岗位。那一

年，杨泽想过放弃。“因为年龄太大了，如果

去复读能不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还是另

一回事。考不上怎么办？”

杨泽硬着头皮再一次来到吕梁市贺昌中

学选择复读。薛锦龙知道孩子的难处，选择了

跟读。就这样，在吕梁市贺昌中学校园里，大

家时常可以看到一位推着轮椅的中年妇女。

熟悉杨泽的同学知道那是杨泽的母亲，不熟悉

杨泽的人们都知道那是学校的保洁员。

2021年，因为病情一直反复，杨泽始终未

能安心备考，高考再次失利。那一年，母亲陪

他回到了老家，在临县一中复读。母亲再一

次陪读，更加坚定了杨泽要上大学的决心。

2022 年，杨泽第三次参加高考，以超出

二本线将近 50分的成绩，成功考上了一所理

想的大学。这所大学就是山西中医药大学。

目前，杨泽已经是大二学生，他的专业是

中医定向，意味着再过三年毕业后他将走向

工作岗位，正如他在《我与母亲》中说的那样，

“风起了，我摇着轮椅朝她挪去。这一次，换

我慢慢走，陪她把余生的路，走得再长些。”

杨泽：轮椅上的求学路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母亲总说，人的命像条河，有的地方急，

有的地方缓，但总归是要往前淌的。我坐在

轮椅上，望着窗外那棵被风揉皱的老枣树，

忽然觉得，我的河自打出生起便绕进了石缝

里，可母亲偏要用手一寸寸扒开那些棱角，

硬是替我淌出一条道来。

1997 年的盛夏，我裹着襁褓被塞进吕梁

的烈日里。脊膜膨出的诊断书像块烧红的

铁，烙在母亲的手心。她从此再没伸直过腰

——背着我如背一座山，去茅房、上炕头、熬

药罐，连眼泪都成了无声的汗，一滴一滴砸

进土里。夜里我疼得哭嚎，她便把我箍在胸

口，哼着走调的山曲儿，直到嗓子哑成一把

干柴。

一岁半那年，我头一回被推进手术室。

刀口在寒冬里溃烂化脓，母亲用棉絮蘸着盐

水替我擦洗，手冻得青紫，却笑着说：“泽啊，

等开春了，咱去坡上摘酸枣。”那场病拖到九

九年才见好，可她自己的身子却垮了。零三

年，她捂着肚子蜷在炕角，冷汗浸透了褥子，

却死活不肯去医院。“娃还小，离不得人……”

后来是邻家婶子硬拽她去的。宫外孕，命悬

一线。手术那日，缩在走廊长椅上的父亲，听

见她咬破嘴唇的闷哼，像钝刀割着心尖。

2005 年的雪格外厚，村里学堂塌了顶，

我转去二十里外的寄宿小学。每半月回家

一趟，山路冻得梆硬，我拄着木棍踉跄，同村

的娃子们同行归家。雪粒子扑在脸上，生

疼，可心里却是烫的——那是我头一遭觉

着，自己也能像旁人一样，有了一个完整的

童年。只是母亲总立在村口的老枣树下等，

肩头积了雪也浑然不觉，远远望去，像尊泥

塑的菩萨。

2008 年，十一岁的我忽然迈不开腿。省

人民医院的白炽灯刺得人发晕，脊髓栓系统

综合征——六个字判了我终身监禁。术后，

母亲天不亮就架着我学挪步。我的膝盖磕

得淤青，她的胳膊被我掐得紫红。有一回我

栽倒在泥坑里，她扑过来搂住我，浑身哆嗦

着说：“泽啊，疼就咬娘的胳膊……”

最难的是 2010 年。第三次手术后，我瘫

在监护室里，大小便失禁。父母为了省住院

费，在走廊水泥地上铺报纸睡。夜里，母亲

佝偻着背给我翻身，手电筒的光晕里，她的

白发像落了一层霜。生命的长河对我的惩

罚，让我攥着偷藏的剪刀往手腕上比画，她

疯了一样扑过来，指甲抠进我肉里：“你要敢

死，娘就吊死在这房梁上！”

后来啊，命运倒像是被母亲这股狠劲吓

退了。一三年上初中，我竟当了班长；一六

年考进贺昌中学，马老师把我当亲儿子疼；

一七年旧病复发，侯老师带着全班募捐，同

学们把攒的零钱塞满我的枕套。火车上遇

见梁会长那日，母亲正给我喂水，烫得手背

通红。人家要拍照登报，她慌得直搓围裙：

“别拍我，拍娃，娃争气……”

高考落榜那夜，我缩在复读班的墙角偷

偷地哭。母亲蹲下来，用袖口蹭我嘴角的泪

水：“泽，娘信你。”她在校门口扫了三年地，腰

弯得几乎贴到膝盖，却总把保洁室的废纸箱

摞得齐齐整整——“攒着卖钱，给泽买参考

书”。2022年夏天，我超了二本线五十分。通

知书来的那天，她攥着那张纸又哭又笑，最后

轻轻贴在心口，像揣着一块刚焐热的玉。

如今我坐在这大学图书馆的窗边，看外

头的银杏叶打着旋儿落。母亲的背更驼了，

可她还固执地跟来陪读，继续在大学维护校

园卫生。昨儿我嫌她唠叨，她搓着手讪笑：

“娘笨，不会说漂亮话……”。

史铁生写：“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

是要加倍的。”可我的母亲，硬是把这加倍的

苦酿成了蜜。她常说：“人活一口气。”这口

气，是她跪着替我挣来的生路，是她从牙缝

里省出的热粥，是深夜里缝补我破书包时，

那盏颤巍巍不肯灭的煤油灯。

河终究是要往前淌的。我的轮椅碾过

落叶，发出细碎地响。母亲在前头佝偻着扫

台阶，背影小得像粒芝麻。我忽然想起她年

轻时的一张照片——乌油油的辫子，眼里汪

着两潭清水。原来不是岁月催人老，是我的

病，一寸寸压弯了她的脊梁。

风起了，我摇着轮椅朝她挪去。这一

次，换我慢慢走，陪她把余生的路，走得再

长些。

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今年以来，临

县公安局城庄派出所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

经验”，紧扣“派出所主防”部署要求，以“警

情就是风险隐患”为理念，创新推行“三访三

落实”工作机制，对全量警情实施全流程跟

踪回访，全力构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回

访、防范的闭环管理体系，切实做到“平安不

出事、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

该派出所充分依托“两队一室”勤务机

制，对每一起警情进行精准研判分析，并组

织全体社区民辅警联合网格员开展全覆盖

回访。针对处警后已化解的纠纷警情，采取

“电话访”的形式，由社区民辅警逐一联系报

警群众，从接处警民警的处理态度、响应速

度、处置成效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询问，全

面收集群众对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综合指挥室对群众反映的“处警速度

慢”“沟通态度生硬”等问题进行分类汇总，

第一时间推送至相关处警民警，督促其自查

整改。自警情回访制度建立以来，该所累计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17条，推动民辅警自查整

改问题 5项，接处警规范化水平和群众满意

度得到显著提升。

对 于 处 警 后 尚 未 化 解 的 矛 盾 纠 纷 警

情 ，该 派 出 所 通 过“ 上 门 访 ”推 动 问 题 解

决。民辅警联合村委干部、网格员组成工

作专班，主动上门走访当事人，全面掌握矛

盾核心焦点和发展态势，同步开展思想安

抚和法治教育，严防矛盾升级转化。针对

化解难度大的复杂纠纷，该派出所及时协

调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等专业力量，组建

“会诊组”进行联合调处；所领导牵头对重

点矛盾纠纷实行“挂牌督办”，要求责任民

辅警持续跟进、反复回访，直至问题彻底解

决。今年以来，城庄派出所通过“上门访”

机制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7 起，其中 1 起

因土地边界争议引发的复杂纠纷，在多方

联动调解下得到妥善处置，彻底消除了潜

在风险隐患。

在开展警情回访的同时，该派出所创新

实施“同步访”模式，将法治宣传融入矛盾纠

纷化解全过程。针对婚恋、家庭、债务、邻里

等常见纠纷，以及重复报警人员、特殊群体、

涉警涉案对象等重点人群，民辅警在回访过

程中结合典型案例，现场讲解“打架成本”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法律知识，通过“调

解一起、教育一片”的方式，引导群众树立法

治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今年以来，该所通过“同步访”开展反诈、反

邪教、治安防范等主题宣传活动 20余场，覆

盖群众 100余人次，辖区群众法治观念显著

增强，主动通过合法途径反映诉求的意识明

显提升。

从“被动接警”到“主动回访”，从“单一

处置”到“多元化解”，城庄派出所的“三访三

落实”机制，不仅有效提升了基层警务效能，

更织密了社会矛盾风险防控网络，为构建平

安和谐的基层治理格局提供了坚实保障。

临县公安局城庄派出所

“三访三落实”机制打造矛盾化解全闭环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今年以来，

交城县水峪贯镇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乡

村治理新路径，统筹整合镇村党员干

部、网格员、妇女干部、矛调员等多方力

量，创新组建“先锋红”“网格蓝”“农业

绿 ”“ 爱 心 粉 ”“ 矛 调 橙 ”五 色 服 务 队 。

这些特色队伍扎根基层，积极开展政策

宣传、民意收集、难题化解等工作，有力

推动基层治理效能与群众幸福指数实

现“双提升”。

先锋红：党员带头践初心，为民服

务办实事。水峪贯镇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组建 14 支村级党员先锋

服务队。围绕理论宣讲、环境整治、农

业生产等 7 大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实

践活动。在服务过程中，党支部发挥引

领作用，党员主动担当作为，带动群众

积极参与。同时，将镇机关在职党员和

驻村干部充实到各村党员先锋服务队

中，推动机关党员下沉一线。截至目

前，党员先锋服务队累计为群众办实

事、做好事 380 余件，切实解决了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

高飘扬。

网格蓝：铁脚板丈量民情，织密安全

防护网。平安网格服务队的队员们，身

着蓝色工作服，在网格长的带领下，以

“铁脚板”精神走遍网格内的企业、商铺

和农户。他们深入了解值班值守、生产

生活情况，从焚烧秸秆隐患、消防物资储

备不足、可疑电话等细微之处入手，细致

排查各类风险。目前，累计发现并解决

隐患 70余条，上报相关问题 23条，有效

保障了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成为守护一

方平安的坚实力量。

农业绿：技术护航助发展，田间地头

解民忧。由镇农业骨干牵头成立的农业

发展服务队，在 7个片区设立 4个“政策

直通、技术直达”服务岗。队员们多次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现场指导和答疑活动

6 次，为群众提供选种、施肥、病虫害防

治等技术支持，帮助群众申领农业补

贴。此外，服务队还深入镇内农资店铺

开展物资调研，严格把控种子、化肥、农

药等生产物资质量，确保供应稳定，为农

业生产保驾护航，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爱心粉：巾帼柔情暖人心，架起民生

连心桥。由“妇联主席+妇女主任+志愿

者”组成的巾帼爱心志愿服务队，充分发

挥对村内情况熟悉的优势，聚焦“一老一小”群体的实际需求，提

供贴心服务。她们帮助老人和儿童清理室内外环境卫生、修剪头

发、代购生活用品，用温暖的关怀和细致的服务，架起了党和群众

之间的“连心桥”，让弱势群体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矛调橙：“银发”力量显担当，化解矛盾促和谐。由 13名老

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银发”矛调服务队，凭借

自身的政治优势、威望优势和经验优势，积极投身矛盾纠纷调

解工作。他们秉持“离岗不离责、退休不褪色”的精神，及时介

入各类矛盾纠纷，以耐心和智慧化解矛盾，为维护乡村和谐稳

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基层治理中一道温暖而亮眼的“夕阳

红”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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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泡泡玛特旗下的 LABUBU（拉布布）在潮玩

界掀起了一阵狂热的旋风，成为当之无愧的顶流。从

线上平台到线下门店，LABUBU（拉布布）相关产品一

经发售便迅速售罄，其火爆程度令人咋舌。在二手交

易市场，LABUBU（拉布布）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部

分限量款甚至被炒到原价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引发了

广泛关注。

LABUBU（拉布布）爆火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

因。从设计上看，LABUBU（拉布布）不走寻常路，以

独特的“丑萌”形象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它那尖锐的兔

耳、参差不齐的牙齿，打破了传统萌系玩偶的形象，给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反传统的审美，恰好契合

了当下年轻人追求个性、拒绝千篇一律的心理。

盲盒玩法的巧妙运用，也是 LABUBU（拉布布）成

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消费者在购买盲盒时，无法预知

盒内的具体款式，这种不确定性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

好奇心和购买欲。为了集齐整套或者抽到心仪的隐藏

款，不少玩家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反复购买，使得盲盒经

济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消费模式。

此外，社交媒体的传播和明星效应也为 LABUBU

（拉布布）的爆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小红书、

抖音等平台上，LABUBU（拉布布）相关的开箱视频、

晒娃分享、改娃教程等内容层出不穷，引发了广泛的讨

论和关注。许多明星也纷纷晒出自己与 LABUBU（拉

布布）的合影，进一步提升了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对于 LABUBU（拉布布）的爆火现象，我们需要理

性看待。它不仅是一种消费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和审美趋势。作为消费

者，我们应该保持理性，避免盲目跟风和过度消费，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作为品牌方，泡泡玛特应加强对

市场的监管，打击盗版和黄牛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

序。同时，也应不断创新，推出更多优质的产品，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只有这样，LABUBU（拉布布）以及整

个潮玩行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盲盒经济下盲盒经济下
的新消费现象的新消费现象

□ 阮兴时

多棱镜

图为文水县老促会联合县妇联为文水县北张小学捐赠书包、儿童眼睛按摩仪和红

色故事书籍。连日来，为了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该县老促会和妇联联合走进老区学

校，开展“爱心妈妈”活动，先后有 280 余名爱心人士主动扛起了责任，成为了孩子们成

长路上的引路人。他们还为留守儿童建起“爱心书屋”，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精神，助力

老区教育。 李春彬 摄

凡
人
凡
人

小
传

我
和
母
亲

□
杨
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