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工人日报

ZHE JIANG WORKERS' DAILY

星期
特刊

2019年6月15日 第1268期 周六出版

总第11249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8

邮发代号：31—2 热线电话/传真：（0571）88852349

电子版：www.zjgrrb.com

E-mail:alan0104@163.com
地址：杭州市学院路107号楼 718室 邮编：310012

■凤凰 文/摄

她从小失去双亲，还失去了双
腿，却用一对板凳走出了一条美丽
的人生之路。

她40多年如一日，用博大母
爱滋润了138个孤残儿童的心田，
成为湖南湘潭市社会福利院的一
名编外保育员，并光荣加入中国共
产党。

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被孤残
儿童称为“板凳妈妈”的许月华。

得到爱，回报爱

许月华生于1956年，是湖南
省湘潭市岳塘区板塘乡的一名农
村妇女。她1岁时，父亲去世，后来
母亲带着她和姐姐改嫁到邻村。
1968年4月，她眼睁睁地看着母亲
因无钱治病离开人世。3个月后，
她在铁路上翻捡煤核时，被一列飞
驰而来的火车碾断双腿。

在医院里，许月华昏迷了 3

天。醒来后，她发现自己的两条腿
没有了。她撕心裂肺地哭喊，不止
一次想到了死。在她绝望的时候，
政府给她减免了所有医疗费用。

她出院后，经济上并不宽裕的
乡亲们关心她的衣食住行，并且悉
心照顾她。就这样，在大家的帮助
下，许月华渐渐长大了。后来，考
虑到许月华没有基本的生存技能，
生活实在艰难，村里开会决定送她
到福利院。

1973年，17岁的许月华被送
进湘潭市社会福利院，开始了新的
生活。坐在福利院中的许月华很
快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因为她是
湘潭市福利院有史以来第一个高
位截肢的残疾人。

从到福利院那一天起，许月华
就坚定了一个信念：要报答党和政
府的恩，要回报乡亲们的情。

“周阿姨，我想帮福利院照看
孤儿。”福利院院长周瑞英来看望
许月华时，她诚恳地向周瑞英请

求。周院长吃了一惊：“月华，你要
是能自己走路，我就给你安排工
作。”

许月华心乱如麻，她尝试过拄
拐杖挪动身体，但没有双腿仍无法
走路。一天，福利院一位撑着凳子
学走路的孤儿给了许月华启发，假
如用两条凳子当腿，不就可以走路
了吗?

那天晚上，等院里的孩子都睡
觉了，许月华拿着两只小板凳，爬
到院子里，开始练习“走路”。她不
敢到水泥地上去，害怕声响太大吵
醒孩子们。她选了一片泥土地练
习，可那里凹凸不平，她刚一挪动
板凳，就重重地摔了一跤。忍痛爬
起来后，她没有放弃。

摔倒无数次后，手上磨出的血
泡变成厚厚的一层老茧。她终于
能“走”路了。

一天，她用板凳“走”到院长办
公室，说：“周阿姨，你看，我能走路
了，你让我做点事儿吧！”摸着她的

手，周瑞英心疼不已。从此，本来
是被供养对象的许月华成了一名
没有任何报酬的编外保育员。

在福利院工作人员细心照料
下，许月华深感人间温暖。看到福
利院幼儿园里那些身体残缺、智力
障碍的弃婴，她暗暗发誓：“我一定
要照顾好这些孤儿。”

从此，许月华开始奔忙于福利
院幼儿园的各个房间，为孩子们缝
补浆洗、喂食端尿。对于新来的孤
儿，她会格外多花点精力照顾。

福利院离医院较远，孩子就医
十分不便，许月华四处学习病症疗
法，渐渐成了福利院的治病“专
家”。许月华的抽屉里，塞满了白
菊花、金银花等中草药，去火的、止
泻的、退烧的、止痛的，应有尽有。

许月华的老伴赖子元是个憨
厚本分的农民，父母早亡。1987年
初，他被送到湘潭市福利院种菜喂
猪。同年11月，经福利院领导介
绍，许月华与赖子元喜结连理。

不抛弃，不放弃

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许月华
把自己的“家”搬进了福利院。福
利院的小孩大多有各种残疾，很多
人看着都让人觉得可怕，而许月华
却坚持和他们睡在一起，因为，“照
顾起来更方便一些”。

方胜利是许月华照看的第一
个孩子。她清楚地记得，福利院当
年从拖拉机轮子底下捡回了这个
差点被碾死的弃婴，那天，方胜利
凄厉的哭声让许月华心痛不已。
她放下手中的针线，嘱咐临时工朱
莲英将孩子抱给她。

孩子患有先天性唇腭裂，口腔
与鼻孔相通，喂饭、喂水极为困
难，稍有不慎，就会呛着。许月华
将食物做成流质，用奶嘴一滴一
滴地喂进方胜利的嘴里。这样，
一餐饭吃好需要花费近一个小
时。通过精心照料，方胜利慢慢
长大。院里决定为她做唇腭裂修
复手术，许月华就通宵守候在方
胜利的身旁照顾她。手术后，方
胜利长成了健美的姑娘。现在，
只要提起许月华，她的眼里就会
有感激的泪花。

对孤儿社湘秋来说，许月华就
是她的救命恩人。那年夏天，社湘
秋因患肠道畸形转慢性肠炎、慢性
痢疾住院，她不停地拉肚子，因腹
痛哭闹不止。许月华便主动要求
到医院去陪护她。在医院里，许月
华抱起社湘秋，第一句话就是：“别
哭了，妈妈来了。”之后，她白天把
社湘秋抱在怀里打吊针，晚上搂着
她睡觉。社湘秋频繁拉肚子，屎尿
常常拉到许月华身上。许月华从
不嫌脏，总是先帮孩子洗净身子，
换上干净的衣服，哄她入睡后再清
理自己身上的脏物。107天后，社
湘秋痊愈了，许月华却病倒了。

有了“工作”，许月华感到非常
快乐，她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倾注
在福利院的孩子们身上。而她自
己，也在这艰辛奉献中赢得了快乐
和幸福。1985年，她被评为湘潭市
劳动模范；同年，又被授予湖南省
劳动模范荣誉称号；1987年7月，
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院里收养的孤残婴幼儿
不断增多，许月华抚育的“儿女”也
越来越多，最多时她同时带着15
个孩子。为了能让孩子们都睡在
自己的床上，她把自家的床不断加
宽，最后加宽到了5米。她给孩子
们喂奶粉、换尿布，陪他们玩，逗他
们笑。一位母亲该做的事，她都做
到了。

每天一早醒来，许月华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检查孩子们是否尿床
了。随后，她为孩子们擦身子，穿
衣服，喂饭，忙得不可开交。除此
之外，她还包揽了晚饭后福利院磨
米粉的工作，将一盆子大米放在木
桶中捣碎，熬好。这是孩子们第二
天的粮食。

除了悉心地护理孩子，许月华
还在附近的棉纱厂揽回了为手套
绞边的活儿，每绞10双手套赚1角
7分钱。从清晨到深夜，只要孩子
们不闹不哭，她就不停地绞，把赚
的钱一分一角地攒起来，连同自己
每个月的几元补贴一起，都买了毛
线，为孩子们编织毛衣毛裤。多年
来，她共为孩子们织了800多件毛
衣毛裤。许月华说：“我想做孤儿
们的母亲。”许月华最爱孩子，和福

利院的孩子在一起是她最快乐的
时光。

138位孤儿的母亲

儿子赖明智记得母亲常对他
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你的妈妈，也
是福利院那些孤儿们的妈妈。你
们都是我的心头肉。”

孤儿生病了，许月华都会从家
里煮些鸡蛋、炖个鸡带去给他们
吃。这些年，经常有好心人来看望
许月华，送些慰问品和慰问金。实
在推辞不了的，她就会转送给孤儿
们，仅前年和去年，许月华就转赠
了5000多元钱。

许月华护理的孩子，有的父母
双亡，有的被父母遗弃，有的四肢
不全，有的先天智残，但他们在福
利院，从来不缺少母爱。已经长大
的孩子们，过了许多年还一直说：

“许妈妈的怀抱最温暖。”
如今，许月华虽然不再奋斗在

第一线，但是，她仍然心系孤儿，每
天往返于家与福利院之间，常常都
会带来孩子们爱吃的东西。

长年累月，许月华用坏了40
多个小板凳，经她照顾过的孩子
多达 138 个，其中不少孩子被领
养、考上大学或结婚生子。这些
走出福利院的孩子，在填写履历
表上的“母亲”一栏时，写的都是
同一个名字——许月华。“其实我
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在做着自
己想做的事情，给可怜的孩子们
带去温暖。”

2010年，许月华被评为全国
十大责任公民，荣获中央电视台
2010 年度全国“三农”人物奉献
奖。2011年，她被评为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此后，她又荣获第三届
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2018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事迹系列展播片录制完成，
《人民的好儿女——“板凳妈妈”许
月华》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她
被人们誉为新时代的党员先锋。

如今，许月华已经告别了用板
凳行走的历史，换上了便捷的遥控
轮椅。她说，她还要继续当孤残孩
子的妈妈，继续为孤残孩子送去温
暖，能干一天，就干一天。

■记者胡翀

在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时代
大背景下，创业孵化机构的特色化
发展显得尤为重要。6月 13日，
《中国特色空间白皮书2019》在中
国创业孵化特色发展大会上正式
发布。该《白皮书》以数据和案例
的形式清晰地呈现了我国创业孵
化载体以及空间特色化发展的整
体态势，为我国创业孵化载体未来
特色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创业孵化机构多项指标翻番

对比《中国众创空间白皮书
2018》中统计的2017年创业孵化
机构多方面数据，《中国特色空间
白皮书2019》（以下简称《白皮书》）
中各项指标数据均得到了大幅度
提升。

就数据来看，孵化机构的数
量、运营体量、导师及服务人员数
量、活动举办数等创新创业服务均
相比以往得到提升，我国创孵机构
创业服务投入不断攀升。

而在创业服务的支撑力度持
续扩大下，其成果也异常显著。
尤为突出的是，创服机构数量翻
番，总运营收入从2017年的 153
亿元提升到了 2018 年的 654 亿
元。

另外，在创服机构的孵化服务
下，服务企业和团队数量、上市公
司数、获投融资企业数等均有显著
成效。其中，有效知识产权相比于
2017年的15万项，2018年更多达
64万项，容纳创业就业人数也从
170万人升至395万人。

创孵机构数量年均增速超
20%，专业化趋势明显

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
提出以来，全国创新创业热情高
涨。从数据来看，2016年到2018
年，我国创孵机构数量从7553家增
加到11808家，年均增速超20%。

其中，民营创孵机构持续响应
创新创业号召，近年来一直都是创
业孵化机构的主力军，多年占比超
过六成。

专业孵化机构也在近年来大
量涌现，2018年专业孵化器的数量
达到了1429家，占全国孵化器总
数的29.47%。其孵化领域聚焦于
产业前沿，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
新能源、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热
门行业和前沿产业，2018年，42%
的创孵机构其孵化领域为电子信
息，是占比最高的孵化方向。

服务日趋完善，吸收投资
达2500亿元

现如今创业孵化机构的服务
保障愈加全面，且投资巨大，为创
业项目的孵化与成长奠定了大量
的资源基础，在此基础上孵化成果
也更为丰富显著。

据了解，截至2018年，孵化器
内累计毕业企业13.9万家，创孵机
构内共有上市（挂牌）企业 1565
家，而2018年当年上市（挂牌）企
业就有944家。当年营业收入超
过5000万元的企业3272家。

2018 年，创孵机构内共有
6512家团队或企业获得投融资、孵
化基金支持或者财政资金支持，占

所有团队和企业的10.6%，获得资
金总额达2500亿元。

另外，2018年全国创孵机构内
企业更产出了一批高水平创新成
果，同时促进了就业，产出了可观
的经济收益。

从服务上来看，90%以上的众
创空间能够提供全面服务，且服务
质量和数量均得到有效提高，覆盖
办公场地、创业投融资服务、创业
教育培训等多方面，仅国际合作相
对缺乏。

而孵化服务也不再停留在组织
活动、开展培训的层面上，而是从企
业本身的需求出发，整合孵化器的
各类资源，为其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特色空间呈高质量发展态势

近日，由创新创业服务机构
——创头条发起和主办、首都科技
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
届“寻找100家特色机构”活动落
下帷幕。在该项活动中，1119家报
名单位进行10大特色维度比拼，
经过层层评比后，复选入围特色空
间300家，最终100家各具特色的
空间在决选中脱颖而出。

从复选入围的300家特色空
间的情况来看，其相对于其他孵化
载体，无论从服务、自身营收还是
孵化成果都上了一个更高的台
阶。数据显示，平均每家特色空间
开展的培训或路演等活动多达
114.5场，约每3天就有一场活动，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活动开展场次
18场，投融资领域的活动及相关培
训成为主要方向，多达43%；2018
年平均每家特色空间的总收入达

1954.6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55.4
万元的35倍多，在孵企业和团队数
量平均约118.7个，远高于全国平
均52.5个。

此外，特色空间呈现集群化发
展格局。浙、京、粤、川、苏这5个省
市的入选数量较多，占总入选数量的
54%，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
成为特色空间的四大主要分布地，集
中了全国70%的特色空间。

这些特色空间以优质服务为
核心，聚焦空间特色，提供特色化、
专业化、多样化服务，而从培训活
动方面来看，特色空间的服务质量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创孵载体的专业化和特色化
也实现了高效的有机融合。专业
型孵化载体是指其中孵化企业的
方向集中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或
某两个专业领域。在入围的300
家特色空间中，专业型孵化器超过
100 家，占比超 1/3；而在产业孵
化、科技成果转化等维度，专业型
孵化器的比重甚至超过60%。

另外，在保持高水平发展的同
时，特色空间的创新意识再次升
级，跨地区合作的特色空间逐渐成
为新的创新模式，资源共享与合作
所带来的孵化效果再上新台阶。

通过对《白皮书》的解读可以
看出，在“打造双创升级版”的国家
战略以及“要进一步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引向深入”政策指引下，一方
面，中国创业孵化载体以及孵化效
果成果显著，而另一方面创孵载体
的特色化发展对于其自身发展以
及创孵工作成果乃至国家“双创”升
级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板凳妈妈”许月华：愿给孤儿们做母亲

《中国特色空间白皮书2019》发布

创业孵化载体开启“硬核服务”时代

多达138位走出福利院的孩子在填写履历表上的“母亲”一栏时，写的都是同一个名字

入围“2019中国百家特色空间”的机构十大维度分类结果

2016—2018年专业孵化器数量及占比

2016—2018年民营创孵机构数量及占比

许月华（左）和另一名保育员一起照顾一名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