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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助残日
杜富国一个特殊军礼，

感动了无数国人！
像杜富国这样身残志

坚、自尊自立的感人故事，在
我国 8500 万残疾人当中还
有很多。他们生命不息拼搏
不止，激励了千千万万的残
疾人兄弟姐妹奋发图强，激
发了无数民众参与到扶残
助残事业中来，共同向着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

19 日是我国第二十
九次全国助残日，主题为
“自强脱贫 助残共享”。

爱心助残 情暖神州

受全国自强模范和助
残先进者事迹的感染和激
励，今年全国助残日期间，

各地助残活动格外火热。
在山东，爱心书法家

“文化助残”笔会活动气氛
热烈；在甘肃，兰州高校志
愿者等来到“共同的光影
梦”盲人观影公益活动现
场，帮助盲人代表观影；在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爱在
上海”残健融合运动会，吸
引了公众热情参与……

很多地方还制作了公
益宣传片、主题新闻节目或
微视频，广泛普及残疾预防
及康复工作的有关知识，组
织残疾康复和预防知识宣
传，开展残疾人优惠政策咨
询。

一些助残活动还针对残疾人生活工
作需要，开展“精准帮扶”：组织为残疾人
免费义诊，组织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开展
残疾人技能培训……

家住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同德乡六桥
村的残疾人梁福添告诉记者，自己是助
残项目获益人。

在政府的帮助和自身努力下，梁福
添加入了当地助残扶贫项目，2018 年仅
养蚕一项收入超过 6 万元，再加上种甘
蔗、养鱼等，家庭年收入超过 7 万元。“自
己挣钱养活家人，心里很踏实。”他说。

自强脱贫 奋斗有味

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大山车
村，肢体残疾、左眼失明的利广存几年前
决心回乡创业。

2016 年开始，在当地政府帮扶、指
导下，利广存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

把养猪作为脱贫的努力方向。2017 年，
一批批生猪出栏，年出售 60 头。接着，他
又种植了 3 亩花生、玉米等作物，收入增
加了许多。

“国家政策那么好，只要勤劳肯干，像
我这样的人也能脱贫致富。”利广存如今

担任镇残联专职委员，带动周
边残疾人一起干。

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残
疾人个体创业的热情不断提
升，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在网络
上寻找到创业平台。

福建三明宁化县城郊乡
的巫立炎，属双下肢重度二级
残疾。如今，他将淘宝店打理
得风生水起。

巫立炎还主动联合县残
联开办残疾人电商培训班，
“我培训过的很多残疾人都已
创业成功。不愿意或者不具备
创业条件的残疾人，可以留在
我的电商平台打工。”

中国残联相关数据显示，
“互联网+”的发展为促进残疾
人无障碍就业环境建设、提供
残疾人就业支持保障创造了
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当前仅
依托淘宝网创业的残疾人就
超过 30 万。

向上向善 就业助残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
汉三个帮。

在河北秦皇岛，有一家钢
铁企业，自创办以来就与残疾
人结缘。“我们企业从成立第
一天起，就对残疾人敞开大
门，因为我觉得应该帮助这些
兄弟姐妹。”该公司董事长王
占宏说。

2002 年至今，这家企业
共吸纳安置约 380 名残疾人及残疾人家
属就业，并设立了多项爱心助残活动，帮
助残疾人培训技能、加快康复、教育子
女。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是加快残疾人小
康进程的根本途径。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
残疾人就业扶持和就业促进政策措施，加
强和改进残疾人就业服务，努力为残疾人
就业创造条件、消除障碍。与此同时，残疾
人就业渠道进一步拓宽，形成残疾人按比
例就业、集中就业、自主就业创业、辅助性
就业等多种就业形态。

2018 年，我国城乡持证残疾人新增就
业 36 .7万人，城乡新增培训残疾人 49 .4万
人。同时，2018 年我国贫困残疾人减少 100
多万，58 . 8 万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贫困残
疾人通过实用技术培训掌握了 1 门以上的
劳动技能。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把残疾人就业工作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和有关方面一道准确掌握不同残疾类别、
不同残疾程度残疾人的底数和需求，切实
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多渠道促进残
疾人就业创业，让广大残疾人和全国人民
一起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记者罗争光)
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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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生命，困于黑暗；有一种声音，点燃希望。
在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阅读声、陶笛声、讲课

声……声声相续，从未止息。这些来自志愿者的声音，
帮助 50 多名盲童获取新知，亲近艺术，追逐梦想。他们
当中，有的登上舞台，有的考入大学，更多的是重拾生
活的勇气。

虽然“视界”无光，但他们的世界依然充满光亮。

我用耳朵找到光亮

声音，是盲童和外界沟通最重要的渠道。在哈尔滨
市特殊教育学校，声音尤其珍贵。

小瑞童，今年 9 岁，先天失明。每周四下午，她都会
早早站在阅读室门口，等待绘本阅读课开始。

“同学们好！”一声问候传来。
“任老师好！”小瑞童和她的 20 多个伙伴准确喊出

讲课老师的名字——— 任丽群。她是爱心团体“耕读绘”
的一名志愿者。由于盲文书籍数量有限，一些盲童摸读
速度不高，这些志愿者便利用活动课时间，为孩子们诵
读绘本。

“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读到这句，任丽群便
停下来，拿出准备好的毛绒玩具，一一发给孩子。“这就
是软绵绵的感觉。”长颈鹿、天线宝宝、小白熊……孩子
们拿在手里，贴在脸上，仔细抚摸。

课间，一首《天空之城》传来，悠扬婉转。循着曲声，
一个瘦高男孩站在教室一角，吹奏陶笛，面向窗外“凝
望”……

男孩叫邹新宇，初二学生，双目失明。一向寡言的
他，只要拿起陶笛，笑意就会浮上面庞。这首曲子是他
前几天跟着“神笛”马良老师新学的。

马良是一位陶笛爱好者，一个偶然机会了解到，特
教学校没有陶笛课，便萌生了教孩子们吹陶笛的想法。
课间、午休，甚至放学以后，校园里经常传来陶笛声。
“有些孩子很内向，不愿多说话，音乐成了他们表达自
己的重要方式。”马良说。

与平日的喧闹相比，周末的校园安静得多。但在一
些高年级教室，经常传出朗朗讲课声……

“被录取了！”十年前视力下降那天起，马爽就没想
过，自己能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再过几个月，她将进
入山东一所医学院学习。

她把好消息最先告诉了“姐姐”崔靖宛。崔靖宛是
东北农业大学助残支教志愿者协会的大三学生。三年
来，她一直给马爽补习化学。在马爽看来，“姐姐”的讲
课声，是她冲刺高考路上的向导。

“盲童基础薄，学习比较吃力。周末，不少盲童跟着
大学生志愿者多学些知识，既是课内学习的补充，也是
不可多得的陪伴。”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盲部教学主
任尹英说。

黑暗中，那最美的声音

阅读声、陶笛声、讲课声……这些声音不似洪钟震耳，
不曾惊天动地，却如涓涓细流，滋润孩子们的心田。

从东北农业大学到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要乘
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往返就是三个小时，大一学生王

珏和她的同伴风雨无阻。
20 岁的王丹看不见汉字，小她 8 个月的王珏读

不懂盲文。讲课，全凭一张嘴。辅导盲文题时，王丹先
把题目摸读出来，王珏记录下来，再把解题思路讲给
王丹，王丹边听边记。

有时，两个小时一堂课，只够讲几道阅读题。王珏
说：“慢，不怕，只要能让她多学一点，我就一直教下去。”

相比高年级学生面临的高考压力，低年级的阅
读显得轻松许多。但如何选绘本，设计什么问题，怎么
和孩子互动……成为“耕读绘”志愿者们最挂心的事。

在课堂上，读到舒缓处，他们放慢语速；读到激
动处，他们声调高扬。随着声音起伏，孩子们或神情
紧张，或皱起眉头，或面露喜色，或骤然忧伤……他
们喜欢，并且陶醉。

慢慢地，“耕读绘”形成了默契——— 树伟老师讲
绘本故事，马澜老师讲儿童文学，秋菊老师讲国学经
典……每堂课都来两三名志愿者，他们从未缺席。

这边，读书声未落；那边，陶笛声又起。
“要把孩子的手指分别放在每个气孔上，告诉他

们每个指法代表的音符。一个音高，要唱十遍、二十
遍，他们才能记住。”马良说。但他没想到，一旦入门，
他们竟然学得很快。同一首曲子，普通孩子要学两节
课，他们一节课就能吹下来。

不久前的一次“为爱献声”主题活动上，邹新宇
和同学一起受邀参加了表演。“这些孩子身上有闪光
的天赋，是上天为他们打开的另一个世界。”马良说。

声声相续，让爱的光照亮孩子的前途

如果说爱心让声音充满力量，那么持之以恒的

付出，给这声音增添了更闪耀的注脚。
从最初说不清从句的概念，到现在连长句子都

分析得“很溜”，不到一年，王丹的英语水平明显提
高。在“小老师”的帮助下，她离大学生活更近了。

2015 年以来，东北农业大学助残支教志愿者协
会先后有 60 多名学生参与到助残服务中，已有 10
多名盲童学生从中获益。

老一届的学生毕业了，新一届的学生又补充进
来，一届接着一届。

牵挂不止，声声相续。志愿者成了特教学校的常
客，每次到访都如同赴约一般，甚至不会因为时空距
离而改变。“一位志愿者离开了哈尔滨，还把自己的
朗读录成光盘，邮寄回来。”“耕读绘”发起人刘英说，
每颗志愿之心都是一粒珍珠，把珍珠串起来的，是对
孩子们共同的牵挂。

最近一次绘本课上，任丽群给孩子们讲起霍金
的故事：“以后遇到困难，你们会怎么做？”

“不抛弃，不放弃！”
孩子们异口同声，响亮且坚定……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公益献声者，通过一些线上

小程序，录下自己的朗读，把声音传递给更多盲童孩子。
“给他们一缕阳光，他们会回馈一个温暖世界。”

任丽群说，孩子们心底的纯真、善良和美好，比我们
更丰盈、更强大、更富足。

(记者管建涛、何山、杨思琪)
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19 日电

图：在助残志愿者的引导下，哈尔滨市特殊教育
学校一名盲童学生触摸毛绒玩具（5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思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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