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4 2024年5月20日 星期一 责编 向莉 校对 司建伟 E-mail:zzrbty＠163.com综合新闻

科技助残
共享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宁）5月 17日，中原
区残联在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举办第 34次“全国助残日”
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中原区育智学校、中原区未来聋儿听力语
言康复中心、郑州兰花草残疾人艺术团上演了《美丽中
国》《不忘初心》《奔跑的青春》《爱跳舞的小怪兽》等精彩
的文艺节目，展示了残障朋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阳
光自信的精神面貌。

现场设残疾人就业创业成果展、残疾人康复和辅具
成果展。多家助残单位（企业）展出残障朋友创作的艺
术品，展现了残疾人工匠高超的工艺技能和非凡的创造
力。参展单位带来的外骨骼机器人等新型的科技助残
产品尤为引人注意，吸引了市民前来咨询、试用。

现场还组织了义诊、健康咨询活动，并开展“十四
五”期间中央彩票公益金资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等政策宣传、党的理论送基层惠残政策宣讲、法治建设
宣传。

活动中，中原区残联为 10名肢体残疾人家属发放
轮椅、为残疾人朋友捐赠一批洗化用品，中原区肢残协
会为该区残疾儿童捐赠一批儿童矫形器，提高残疾人朋
友生活幸福感，增强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

推广国家通用手语
创建无障碍沟通环境
本报讯（记者 田莎 文/图）5月 19日是第 34次全国

助残日，上午 9时，郑州市动物园里有一抹特殊的“志愿
红”，他们是手语推广志愿者，在这里宣传推广国家通用
手语。

“学会一些基本的手语，可以提高与残疾人正常交
往的能力，走进他们的世界。”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手语翻
译专业教师杨超然是其中一名志愿者，她说,“今天大家
学习手语的热情很高。”“我学会了你好、谢谢、不客气这
些常用手语。”一名小学生激动地告诉记者。

当日上午，在河南省博物院、郑州市动物园、紫荆山
公园、碧沙岗公园等 10个人流量大的地点，都有来自郑
州师范学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郑州市盲聋哑学校的
手语老师和学生做国家通用手语推广。省残联相关负
责人表示，组织开展此次活动旨在宣传推广国家通用手
语日常用语，提高国家通用手语的应用普及率，促进残
健融合，营造无障碍交流环境。

在“春天的事业”中闪闪发光的他们
本报记者 田莎 文/图

手语推广志愿者在公园等地宣传推广国家通用手语

梅丽与萤火虫志愿队的伙伴一起练习鸟虫篆

残缺的花儿依然可以绚丽芳香，折
翼的鸟儿依然奋力飞翔。不少残疾人用
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冲破生理和心理的
束缚，展现了向上的生命力。同时，他们
虽是淋雨人，但做撑伞人，他们一直奔波
在扶残助残的路上。2024年5月19日
是第34次全国助残日，记者带你走近那
些在“春天的事业”中闪闪发光的人。

用微弱的光芒照亮视障
学生的人生路

“我不可能不学习，我做不到。”韦茜的
内心似乎有股温柔又坚定的力量。

韦茜是河南省自强模范、河南省盲人协
会副主席，也是郑州市特色教育中等专业学
校的教师。她患有先天性视力障碍，从小医
生就告诉她，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会慢慢
衰退，失明只是时间问题。从二年级开始，
韦茜从郑州市盲聋哑学校转到郑州陇西小
学随班就读，回忆那时的学习经历，她说，没
有和普小教科书同步的盲文书，她就利用寒
暑假的时间把书抄成盲文。喜欢看书的她
还经常“泡”在图书馆，到后来看书甚至需要
拿上放大镜。

让她记忆深刻的是，当时老师们给予的
帮助和关爱。一位语文老师为了让她能跟
上教学节奏，改变了自己多年的教学习惯，
边写板书边朗读给她听。郑州市盲聋哑学
校的老师日复一日，每天坚持接送她上下
学。这些经历为她今后的教学生涯埋下了
一颗种子。

韦茜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青
岛读书时，家中突发变故，为了减轻家庭经
济负担，她放弃了中考，回到河南，去洛阳学
习中医推拿。一年后，家中不再支持她继续
求学。她思来想去，说：“我不可能不学习，
我做不到。”那段时间，她边打工，边上学。
最终通过单招，顺利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
（现河南中医药大学）。

大学毕业，韦茜进入了临床工作，但她
前进的步伐从未停歇。2016年，她到广州
学习龙氏治脊疗法。当时，她的视力在逐步
下降。她说：“每天清晨意识到快要清醒时，
我既想睁眼确定自己是否还有光感，又特别
恐惧失去光明，每天都在矛盾和挣扎的心态
中醒来。”祸不单行，一次车祸导致她的脚骨
折，为了不错过学习机会，韦茜在医院打了
钢钉固定后，休息了几天就继续投入学习。
因为没有休息好，致使脚畸形。

在学习方面，韦茜走过很多弯路，付出
的艰辛超过想象。也正因如此，韦茜决定开
启教学生涯，希望把自己学到的技术传授给
更多的视障学生，用微弱的光芒照亮更多视
障学生的人生路。

“想在社会立足，要具备不可替代性。”
韦茜这样教导她的学生。在学校，韦茜不仅

做引路人，还做知心人和大家长。韦茜告诉
记者，她在班会上常常对学生说：“看不到不
要紧，只要你心态好，心里面种着小太阳，你
就会发光，不但能照亮自己，还要照亮别人，
你的影响力甚至自己都难以预料。”

5月 12日，韦茜再次踏上学习之旅。她
坦言，期待的背后也有焦虑：“期待的是自己
学习到先进技术，回来能传授给学生；焦虑
的是，将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开展为期两个月
的学习。”

不过，韦茜说：“现在的‘网络盲道’越来
越畅通，为视障人士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此
次外出，她在手机上提前预定了酒店，还在
12306APP上预约了重点旅客。

“对于视障群体而言，教育是根本，而职
业教育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相信未来在
科技的助力下，视障群体的学习之路会更加
便捷，人生会有无限可能。”韦茜说道。

以感恩之心回馈社会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帮助过我
的人，我一直心怀感恩，想让这份善意延续
下去。”今年 40岁的张来忠是一名企业家，
儿时的他从高处摔落，致使肢体残疾，近年
来，走路有些蹒跚的他一直在为残疾人事业
奔走。今年年初，他获得了郑州市 2023年
度扶残助残先进个人称号。

“大约 6岁时，我从高处意外摔落，被送
到医院抢救，昏迷了两天。幸得一位中医救
我，性命才保住。”张来忠说，如果没有当时
那位中医，或许就没有现在的他。回忆起成
长经历，还有两件事情让他铭记于心。读高
中那些年，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在食堂工作
的一位同乡尽量给予他更多的照顾，这让他
一直心怀感恩；高考那天，他怎么都等不到
车，情急之下，一位陌生人愿意送他去考场，
事到如今，他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和感受。他

说，人生在世，要怀有感恩之心。
高考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

财经学院（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大学期
间，他没有放下前进的脚步，继续学习，积极
参加各类比赛。毕业后，他曾进入体制内工
作。2015年，基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和目标，
他决定辞职创业。从做净水设备，到开设饮
用水厂，再到前往贵州开设酒厂，这些年来，
他不断拓展企业经营业务。他说：“只有自
己强大了，才能为别人撑伞。”目前，在郑州
经开区，他有着占地近55亩的产业园，总共
安置了130个残疾人就业。

张来忠说：“我们企业用人秉持‘避人所
短，扬人所长’的原则。每个残疾人情况不
同，企业会根据残疾程度，将残疾人安置到
合适的岗位上。”

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总有张来忠的身
影。他告诉记者，每次招聘会后，他会整理
收到的求职登记表，做好记录，同时走访周
围用工单位，为残疾人求职搭建桥梁。

不仅如此，他还组建了一个残疾人艺术
团，邀请乐器老师为残疾人上课，不仅能丰
富残疾人的日常文化生活，还能让他们在一
场场演出中找到自我价值。

近年来，张来忠在扶残助残事业、爱心
公益事业中捐款捐物已达 600余万元。深
耕扶残助残事业多年，他有着多重身份，不
仅是企业家，还是河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理事、郑州市扶残助残促进会副会长。“多一
重身份，多一个责任。”张来忠说，今后他会
更多地关注农村地区重度残疾人，让他们享
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关爱。

萤火微光聚之如芒

“一只萤火虫，仅发出一点微光，但很多
萤火虫聚在一起，就能绽放非凡的光芒。不
仅能照亮自己，还能温暖别人，传递爱。”郑

州市残联肢残人协会主席梅丽介绍，2021
年，她发起成立管城回族区萤火虫志愿互助
中心，初衷很简单，就是倡导“以轻残帮助重
残”的志愿活动，汇聚有力量和有温暖的残
友大家庭。梅丽说：“曾经我受恩于社会，我
不想让别人爱我爱到没结果，我要将爱和善
意延续下去。”

1992年，19岁的梅丽在一场车祸中，全
身 80%以上重度烧伤、右手截肢左手挛缩、
尾骨切除。先后共接受了 7次全身麻醉手
术，数十次植皮手术，浑身上下全是伤疤。

治疗期间，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
人，不间断地赠送药物、食物、书、磁带等。

“那时候，跟我没有血缘，甚至没有一面之缘
的陌生人都送来了爱，这世上还是好心人
多。”梅丽说，母亲总教导她，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

梅丽用了将近 4年的时间进行康复治
疗，但真正突破心理障碍走向社会，她用了
十年。从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到大大方方
社交，梅丽说，母亲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
角色。

2002年，在母亲的鼓励下，在管城区残
联和南关街街道办事处的帮助下，以她名字
命名的全省首家助残服务专线——“梅丽热
线”正式开通。不仅为残疾人朋友提供办理
业务的资讯，还为他们进行心理疏导等。

梅丽过了“身体关”和“心理关”，她积极
融入社会，做各类志愿服务。但郑州还有一
些肢体残疾人，他们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自我救赎。

“重度肢残人离不开轮椅，他们的眼睛
和心都在远方了，但是他脚下从未开始，因
为他走不出去，一个台阶就能把他困在原
地。但长期足不出户，又会造成心理障碍。”
梅丽说，既然他们走不出来，那我们就去照
亮他们。萤火虫志愿互助中心成立之后，每
年都积极组织户外活动，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大家庭，共享大自然的温暖与美好。前不
久，百余名残障人士积极参与放风筝大赛，
在蓝天白云下，他们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梅丽告诉记者，随着经验的丰富，志愿
服务也越来越精细化。目前，管城回族区萤
火虫志愿互助中心细分了学雷锋志愿服务
队、以残助残志愿服务队、应急车队等小分
队，还成立了艺术团，号召残友一起学习鸟
虫篆、商王鼓、非洲鼓、轮椅舞、手语舞等，培
养兴趣，丰富生活。

从助力抗洪救灾帮辖区困难残疾人渡
难关，到帮助重度残疾人换残疾证，再到帮
助残疾果农化解苹果滞销难题……发生在

“萤火虫”之间的故事鲜活又有力量。梅丽
说，我们做志愿活动是发自内心的，正如萤
火虫志愿互助中心的口号“萤火之光，温暖
他人；以残助残，爱心传递”一样，我们想让
更多人感受到萤火虫的微光和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也想让残友们遇到难事儿时，能想
到还有我们这个大家庭可以帮一把。

关注第34次全国助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