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魏古平

最近这段日子，全椒县十字镇杨

庄村残疾人、59 岁的郑业伟坐着电动

轮椅，陆续来到该县几个乡镇的 20 多

户残疾人家里，分别赠送了 200 多只

鸡苗，鼓励他们一起养鸡致富。

“是残联和地方政府在我最困难

的时候帮我脱贫，走上了致富路。我

也要尽自己一份力，帮助残疾人朋友

创业发展。”郑业伟对记者说。

郑业伟原本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不料 2009 年的一场车祸使郑业伟失

去了左腿，被鉴定为肢体二级残疾。

他的妻子患有慢性病，还有一双儿女

要抚养，家庭经济困难。

2015 年，郑业伟的家被评为精准

扶贫户。县残联及时帮助他安装了假

肢，使他又站了起来。老郑试着迈出

了第一步，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这一年，在政府的帮助下，郑业伟

办了个孵化养殖场，孵化小鸡并销售

饲料, 生活一步步走上了正轨。他还

搞起土鸡养殖，第一批养了 3000 只，

可是由于缺乏防疫技术和养殖经验而

失败，亏损严重。

困难时刻，政府再次为他点亮“希

望之光”。2016 年，在县残联帮扶下，

他又养了 4000 只本地土鸡，在村委会

的帮助下，向当地的老养殖户取经。

通过精心饲养，盈利 4 万多元，老郑因

此脱了贫。

正当一切好起来的时候，2017 年

冬天的一场大雪无情地把他的 3 个养

鸡大棚全部压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

万元。在镇村帮扶干部和县残联的帮

助下，郑业伟及时得到了 3 万元小额

贷款，还领到了 2000 元的创业就业扶

持资金。

郑 业 伟 暗 下 决 心 ：一 定 要 拼 出

一条致富之路，回报党和政府、回报

社会。

他把倒塌的养鸡大棚重新建起来，

扩大规模养了 7000多只土鸡。老郑起

早摸黑，毫不懈怠。一只只土鸡渐渐长

大，个个膘肥体壮，当年售卖获利 7 万

多元。老郑终于走上了致富路。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原本靠假

肢 和 拐 杖 勉 强 可 以 行 走 的 郑 业 伟 ，

2019 年冬天在一次喂鸡时不小心摔

倒，导致右大腿骨折。

村 干 部 和 县 残 联 帮 扶 干 部 闻 讯

后，及时为他提供治疗和康复救助，并

免费对他家卫生间进行了无障碍改

造 。 经 过 一 年 疗 养 ，郑 业 伟 逐 渐 恢

复。县残联还为老郑专门配制一台电

动轮椅。老郑激动地流下眼泪，深情

地说：“党和政府是我最亲的人，在我

危难之时一再提供帮助。我绝不辜负

党和政府的期望，搞好小鸡孵化和土

鸡养殖，巩固脱贫成果。”

2021 年，郑业伟的孵化场孵化了

8000 只小鸡。当年售出 7000 只，年收

入 4 万 元 。 他 自 留 1000 只 饲 养 。 今

年，郑业伟继续扩大规模，孵化小鸡 2

万多只，除了自留 2000 多只饲养，其

余全部出售。

今年，全椒县残联举办残疾人就

业创业家禽养殖技术培训班。郑业伟

积极参加，为大家传授养殖基础知识

和创业致富的经验，并为养殖户无偿

提供优质鸡苗和饲养技术指导。

今年以来，全椒县开展就业创业

培训 4 场，培训 200 余人次，扶持了 80

名残疾人就业创业。自主创业的残疾

人，在县残联的帮助下，从事种植、养

殖、食品加工以及电商、收发快递、盲

人按摩等行业，同时带动了更多残疾

人就业。

拼出致富路，回报社会

日 前 ，郑 业

伟坐着电动轮椅

喂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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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在我危难时一再提供帮助。

我要搞好土鸡养殖，带动更多脱贫户过上更

美好的生活。

——郑业伟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王章志 文/图

10 月 10 日，沐浴着秋阳，枞阳县

大港村村民方爱春拄着拐杖站在自家

金灿灿的稻田边。

“ 今 年 小 龙 虾 产 量 超 过 了 200

吨，稻虾米预计收成能有 500 吨。”望

着即将收割的稻子，方爱春的脸上溢

出笑容。

1979 年，方爱春出生在大港村一

个普通的农民家庭，3 岁时不幸患上小

儿麻痹症，落下肢体二级残疾。如今，

他是安徽省自强模范、枞阳县龙虾产

业协会会长，不仅实现了自己致富，还

带动了周边许多农户发展产业增收，

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

方爱春告诉记者，他家住长江边，

父亲曾经营渡船。初中毕业后，他就

在渡船上卖票。后来随着公路交通体

系逐渐完善，水上客运生意难以为继。

由于腿脚不便，无法外出打工，方

爱春决定从事水产养殖。

2010 年初，他在邻村桃花村承包

了 50 多亩荒田，养殖泥鳅。由于缺乏

经验，第一年试水便亏了本。枞阳县

残联和水产部门得知他的情况后，请

来专业人员对他进行技术指导，还给

予资金补贴扶持，并帮助他去湖南学

习养殖技术。

各 方 的 帮 助 ，加 上 自 己 格 外 用

心，不久方爱春便掌握并应用了泥鳅

稻田套养、沙墉鳢人工繁殖等技术，

第二年实现了扭亏为盈。此后，他成

立了枞阳县金江特种水产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

2018 年 9 月，方爱春牵头成立了

枞阳县龙虾产业协会并担任首届会

长。合作社承担并实施枞阳县稻渔综

合种养特色产业扶贫“万千工程”。如

今 ，方 爱 春 的 合 作 社 流 转 土 地 面 积

1280 亩，已成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

示范场，年繁殖小龙虾苗 10 万公斤、

泥鳅苗 2.5亿尾、沙塘鳢苗 500万尾。

“我跟着方会长学养殖龙虾。他

送我苗种还帮忙销售。如今我有 32

亩稻虾种养田，一年能有六七万元的

收入呢！”曾在合作社就业的残疾人施

其忠说。

近年来，方爱春通过土地流转、入

股分红以及提供义务技术指导、业务

培训和低价虾苗等方式，共带动周边 5

个村、976 户村民增收，户均年养殖收

益超过 1.8 万元。合作社成为省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全国基层农

技推广示范基地，产出的龙虾、虾稻米

获得渔博会金奖。方爱春本人获“大

国农匠”全国农民技能大赛（种养能手

类）水产养殖一等奖、“2019 年首届全

国淡水虾蟹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养殖能

手”“铜陵市残疾人自强模范”“铜陵市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方爱春表示，将通过技术培训指

导、品牌加盟等方式带动包括残疾人

在内的更多农民致富。

近年来，枞阳县针对残疾人实际，

开展农村实用技术、电子商务、盲人按

摩等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就业创业

能力。目前，该县有 200 多名残疾人在

乡村自主创业，从事种植养殖业、服务

业、加工业等，同时带动更多人实现致

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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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

近日，安徽池州 11岁男孩吴子轩不幸

病逝。他的父母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把

光明与生的希望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给了需

要的患者。小天使换了种方式留在这个世

界上。前不久，曾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 92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孟照起在安徽阜阳去

世。子女遵照其遗愿，捐献出他的眼角膜

和遗体，以帮助他人重见光明和用于医学

教学研究。

曾几何时，人们囿于“身体发肤，受

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对遗体（器官）捐献

讳莫如深。近年来，随着社会不断进步，

人 们 能 够 更 加 科 学 豁 达 地 看 待“ 身 后

事”，遗体（器官）捐献越来越被公众所接

受。截至 2022 年 9 月，全国累计志愿登

记 534 万余人，实现捐献人数 4.2 万，捐

献器官 12.7 万余个。值得关注的是，很

多年轻人也积极担负起社会责任，为器

官捐献贡献力量。比如合肥市 2022 年

上半年，累计登记遗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 4 万余名。其中，18 至 29 岁的年轻人

2.1 万余人，占总数一半以上。不少年轻

人把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当成自己

的成人礼。

生 如 夏 花 之 绚 烂 ，死 如 秋 叶 之 静

美。教育学家蒙台梭利说：“死亡教育是

生命教育的一部分，只有正确认识了死

亡，才能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更加尊

重生命、热爱生活。”遗体（器官）捐献者

将“生命礼物”留在世间，为器官衰竭的

病人带来新生的力量、为眼疾患者带来

光明的希望、为医学事业带来新的进步，

既是彰显社会文明的高尚行为，也是对

“活着”的最好诠释。16 岁的篮球少年叶

沙不幸离世，他的器官捐献给了 7 个病

人。受捐者重获新生，为了延续叶沙的

篮球梦想，组成了一支“一个人”的篮球

队。昆明医科大学的李秉权、胡素秋两

位医学伉俪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后将

遗体捐出供教学科研，将大爱留给医学

事业。捐献遗体（器官）打破生与死的藩

篱，让生命以爱的方式延续，更以行动引

领越来越多的人奉献爱心、感恩社会，演

绎人间真情。

在生命的长河里，逝去并不是唯一

的终点。虽然亲人的生命已经终结，但

是他的器官还在某个人的身体里正常运

行，他的眼睛还在看着这个世界。捐献

者的家属在茫茫人海中多了一位亲人，

多了一份寄托和思念。

让生命获得重生，是人世间最伟大

的 爱 的 接 力 。 传 者 延 其 志 ，承 者 受 其

礼。很多受捐者表示，会感恩身体里的

“陌生人”，努力工作，报答社会。

敬重善行，才能有更多的善行。捐

献者被更多人铭记与尊敬，这本身也是

在告慰捐献者的“在天之灵”。各地纷纷

设立纪念碑、纪念墙、追思广场等专门纪

念遗体捐献者的场所，每逢清明节等纪

念日举办集体默哀、敬献鲜花等仪式，缅

怀和致敬遗体和器官捐献者。全社会善

待和致敬捐献者及其家属，必定引导和

激发更多人把捐献遗体（器官）当成人生

的最后一项善举，让生命价值升华，让生

命之花永远绽放。

让生命之花永远绽放

■ 本报通讯员 李鹏

维持秩序、传递物品、做信息登记……

10 月 7 日，在萧县瑞豪小区核酸检测现

场，51 岁的志愿者陆月侠不顾崴脚伤痛，

一拐一瘸地忙碌着。

5 年前，陆月侠参加了志愿者协会，

从此，她的人生变得精彩。上街清理垃

圾、劝阻行人不要闯红灯、到梅村水库乘

船打捞杂物、到县体育场打扫卫生……

她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夏天，在创建全国文明县城活

动中，县妇联组织志愿者在城南二环路

口协助交警执勤，倡导文明出行。陆月

侠在执勤第一天，拦下一位没戴头盔的

市民。为了对方的安全，她将自己的备

用头盔借给对方。谁知 2 天过去了，那

人没有来还头盔。一些人讲陆月侠太傻

了，把别人想得跟自己一样。4 天后，那

个市民来还头盔了，表示“陆大姐的行为

感 动 了 我 ，今 后 我 也 要 跟 你 们 做 志 愿

者”。从此也成了志愿者。

陆 月 侠 冒 着 盛 夏 酷 暑 执 勤 2 个 多

月，有时还到社区“小方舱”帮忙做核酸

检测登记并维持秩序等工作。此后，她

患乳腺病到宿州市人民医院动手术，出

院第 8 天，不听医生和家人的劝阻，又投

入到文明创建执勤的岗位上。

去年郑州发生洪涝灾害时，陆月侠

和志愿者一天时间捐款 11000 多元，接着

连夜购买急需物品。第二天，她就和几

位志愿者带着装满两大车的方便面、面

包、火腿肠、矿泉水等物资赶赴灾区。

3 年来，她先后在城西社区、凤山社

区等地参加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有时当

信息员，有时维持秩序，哪个岗位需要，

她就及时补上。她还带着多名志愿者背

着药筒，先后在城乡多所学校、敬老院进

行地面消杀。

每年的重阳节，陆月侠都和志愿者们

一起去萧县光荣院慰问孤寡老人，给他们

送礼物、修剪指甲、洗头、换洗床单，5年来

从未间断。陆月侠资助一个困境儿童的

事迹在当地被传为美谈。一次，陆月侠在

萧县大屯镇张楼小学志愿服务中得知当

时二年级学生晓娜（化名）从小丧父，母亲

又改嫁，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因缺

失母爱，成天闷闷不乐，学习成绩较差。

从此，陆月侠便承担了一个母亲的责任，

经常给晓娜洗澡、梳头，买衣服和好吃的

食品，为她过生日，并积极配合晓娜的班

主任和任课老师共同帮助晓娜。在大家

的关爱下，晓娜的学习成绩不断提升，而

且懂得关心同学，讲究卫生，还会照顾奶

奶了。晓娜知道陆月侠身体不太好，经常

打电话问候，每到母亲节，都打电话祝福

陆月侠妈妈节日快乐。

“ 志 愿 服 务 ，让 我 的 人 生 有 了 意

义。”陆月侠说。5 年来，陆月侠参加了

助困、助残、关爱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

爱心送考、疫情防控、环境治理等多种公

益活动，先后荣获宿州好人、宿州市最美

抗疫人、宿州市优秀志愿者、萧县三八红

旗手等称号。

“志愿服务，让人生有了意义”

■ 本报通讯员 高亚男

10 月 7 日早晨，天还未亮，涡阳县义

门镇菜园行政村村民辛敏就起床把洗脸

水端到瘫痪在床的丈夫汤恒云面前，为他

洗脸、剃胡子、喂饭。接着，她把从地里收

割回来的芹菜、大葱、蒜苗等蔬菜进行分

拣、扎好、装车，到集镇上销售。

今年 49 岁的辛敏精心照料丈夫已

坚持了 19年。

19 年前，汤恒云因病导致双腿萎缩，

股骨头坏死。为了医治丈夫的腿，辛敏

四处求医问药，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仍

然无济于事，丈夫还是卧床不起。

“回想这些年，每天卖菜、照顾丈夫

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我都不知道是怎么

走过来的。”辛敏说。

汤恒云生活不能自理。辛敏卖菜回

家第一件事就是给丈夫处理大小便，给

丈夫洗脸、换衣服等。“我每天出去得早，

尽 量 中 午 赶 回 家 给 丈 夫 做 饭 、换 尿 不

湿。”辛敏说。

“如果不是她精心照顾，汤恒云早就

不在人世了。”邻居王大爷说。

生活的压力让辛敏几近崩溃。她时常

躲在院子里哭泣。“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

候，我都会想想两个孩子，想想自己立下的

誓言。”辛敏说。当初她就给自己立下誓

言：“一定要将这个家撑起来，将丈夫照顾

好，将两个孩子抚养大，供他们念完书。”

镇、村将辛敏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为辛敏一家制定了个性化帮扶政策，

包括整户低保、光伏及二次分红收益等，

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其脱贫致富。该村的

家庭医生也经常上门为汤恒云诊疗。

“辛敏不但照顾瘫痪丈夫、抚养两个

儿子，对待公婆也很孝顺。”该村干部梅

华兰介绍说，辛敏是他们村孝老爱亲的

典范。

在辛敏的影响下，两个孩子也非常

懂事。每逢节假日，在县城读重点高中

的大儿子汤旭和二儿子汤国亮就回家下

地锄草，帮助照顾瘫痪的父亲。2019 年，

汤旭考上亳州学院，2020 年汤国亮也考

上了江苏大学。汤旭还去超市、饭店打

短工，挣钱补贴家用。

2020 年，辛敏一家成功脱贫。如今，

汤恒云在辛敏的辛勤照料下，身体也大

有好转。2022 年 3 月，辛敏被评为孝老

爱亲类“涡阳好人”。

“一定要将这个家撑起来”

·大众茶座·

·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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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报道三位生活在农村的重度残疾人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

助下，自强创业，摆脱贫困，带动乡亲共走致富路的故事，希望给广大残

疾人朋友以启迪。

我是一名残疾人，文化水平也不高。没有

各方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努力帮助

更多的人走致富路。

——方爱春

拄杖田野逐梦

近日，方爱春（右一）在枞阳县庆祝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售卖虾稻米。

■ 本报通讯员 陈玉琴

又 是 一 年 收 获 的 金 秋 季 节 。 10

月 10 日 一 大 早 ，在 淮 南 秀 丽 的 八 公

山下一片山坡地里，一辆“突突”欢叫

的拖拉机在地头停下。52 岁的王士

兵从拖拉机上下来，拄起双拐，望着

刚翻犁出的满地红彤彤的蜜薯，打开

手机镜头对着眼前的蜜薯和身后的

青山直播起来，黝黑的脸上露出了自

信灿烂的笑容。若不是那副拐杖和

软瘫的双腿，谁也看不出这是个重度

肢体残疾人。

王士兵是寿县八公山下小山村里

土生土长的农民，因患小儿麻痹症导

致双下肢严重残疾，无法走路。2016

年，王士兵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王士兵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先

是养鱼、养鸭、养鹅、养鸡，后又种植蜜

薯。淮南市残联、寿县残联分别给予

他资金扶持。村里给他修了通往鱼塘

的路，2019 年又修了通往蜜薯基地的

路。2021 年，县乡村振兴局给他打了

一口深井。省及淮南市和寿县红十字

会帮他申报了帮扶项目。2020 年底，

他家如期脱了贫。

这几年，每到蜜薯收获的季节，淮

南市红十字会就组织众多志愿者来到

王士兵的田里，帮助他抢收、义买义卖

蜜薯。2021 年，淮南市红十字会组织

志 愿 者 开 展 了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双

11”线上线下抢购活动，短短几天为王

士兵销售了５万多公斤蜜薯。

在近日结束的淮南市农民丰收节

农产品展销会上，老王的蜜薯成了展

会上的抢手货，带去的一车 500 多公

斤蜜薯一个小时就被抢购光，着实火

了一把。

为回报社会，王士兵加入了淮南市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他积极捐款。蜜薯丰收了，他

和队员们把蜜薯送给敬老院的老人们。

王士兵还带动村民们种蜜薯。他

经常奔波在田间地头，义务向村民传

授种植技术和除病虫害的知识。张官

村有两名残疾人跟着他学会了种蜜

薯。凤台县李冲回族乡一户村民在他

的帮助下种了 30 多亩蜜薯。为了掌

握新信息新技术，他还带着种植户到

山东参加红薯交流大会。

如 今 ，王 士 兵 的 大 女 儿 考 上 了

大 学 ，小 儿 子 在 读 高 中 。 王 士 兵 也

开 启 了 抖 音 直 播 ，记 录 他 的 山 村 生

活 。 他 的 蜜 薯 地 、玉 米 地 和 果 树 林

也成了许多城里人体验农家生活的

休闲打卡地。

王士兵说：“我是在党和政府、社

会各界的帮助下改变了命运，过上了

幸福生活，我要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回

报社会。”

如今在寿县，像王士兵这样脱贫

后成功创业的残疾人有 9 人。他们有

的是养殖、种植大户，有的是电商“网

红”，有的是服务业的小老板，有的做

起了文创事业，带动着越来越多的残

疾人创业或就业。

从脱贫户到志愿者

感谢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志愿者，因为他们

的帮助，我老王才有今天。我要多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报答社会。

——王士兵

2021 年 10 月 30 日，淮南市红十字会组织 100 多名志愿者帮王士兵抢收并

义买蜜薯。图为王士兵（右二）和部分志愿者合影。 （淮南市红十会供图）

·百姓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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