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张海迪小组”才刚起步。目

前， 屈金艳等人经常利用节假日、下

班后的时间，在浏阳市特别是公司周

边地区开展一些爱心活动。

作为一群残疾人， 他们收入不

高，出行不便，不少人自己还面临生

活的困难。每次小组开展活动，公司

都会提供一些后勤保障支持。但随着

活动日渐频繁，他们的热情还能持续

多久呢？

“我们有心理准备， 会坚持自己

的信念一直做下去。”25岁的组员黄永

芝说，“我们走不了太远的路，可以从

自己身边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起，让

爱心延续下去。”

“每个人就像一滴水， 很多滴水

汇聚起来，就会成为汪洋。”屈金艳的

想象充满期待：让一群残疾人的感恩

行动，去影响周围的人；让周围的人

去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爱心的行列

里来。

“从长远考虑， 我们想促成一个

残疾人基金会，让更多有爱心的人加

入进来，这样爱心帮助就可以更加有

力。”黄永芝说。

事实上，“学习张海迪小组”的活

动引起的反响， 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他们在省白马垅劳教所进行的帮教

活动，经本报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

了强烈反响，许多单位纷纷来电邀请

他们。

“等我们把事情做好了， 希望有

一天，海迪姐姐能来看我们。”黄永芝

带着几分羞涩说。

在很多人看来，残疾人“自强自立”

已属不易，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群人要走

出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屈金艳觉得自己一直“特别幸运”，

从小到大， 关爱照顾无时无刻不伴随

着。她以1.25米的身高，越过了许多看似

不可能的障碍，如今可以回报父母养育

之恩，也希望能有余力去帮助别人。

蒋杰说起了当年来长沙求学时的

一件事。一次去分校上课，腿脚不便的

他落在后面，一位同学搀着他，陪他走

了很长很长一段路。 等他们走到学校

时，课已经上完了，老师看到他们姗姗

来迟，不仅没有责怪，还重新为他们讲

了一节课。“类似的事情太多了，怎么都

讲不完。”

蒋杰从学校毕业后，第一次求职被

拒。他打听到安邦公司当时一位姓徐的

总工负责招聘，就写了一封信给素不相

识的徐工， 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做了说

明。没想到，几天后就通知他去公司面

试，并很快录用了他。这份薪酬不算高

的工作， 却是蒋杰人生的一次重大机

遇。

在安邦，像蒋杰这样得到帮助而获

得自立的残疾人还有很多。

27岁的聋哑人曾丽娟， 是一个4岁

孩子的母亲，平时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的

笑容。7月14日， 在忙碌的外包车间里，

记者用笔跟她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记：你要去帮助别人，自己有没有困难

呢？

曾：我也有困难（欠债有十几万），现在

有一份工作，留一点钱可以去帮助别人。

记：为什么会欠那么多钱？

曾：是因为我小孩做电子耳蜗手术和

买耳蜗器，就向亲人借了钱。

记：有没有人帮助过你？

曾：我们社区很多人帮助过我，也有公

司的人， 我很感谢社区的人和公司的领

导。我以后会好好努力工作。

记：你爱人身体怎么样，他支持你去帮

别人吗？

曾：他也是听力残疾，在长沙陶瓷公司

工作，他挺支持我去帮助别人，这是好事。

他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

“希望海迪姐姐会来看我们”

“学习张海迪小组” 成员屈金艳

的笑容十分灿烂。 傅聪 摄

7月13日，浏阳下了一场瓢泼大雨。下午5点下班

后，屈金艳按计划要去离公司几公里远的洞阳社区，看

望两户特困家庭。同行的是左腿残疾的肖柯、聋哑人曾

丽娟以及严重弱视的张星。

尽管事先进行了电话联系， 洞阳社区负责人看到

他们一行时，还是微微吃惊，随后热情地给他们领路。

屈金艳是浏阳人， 她用本地话熟络地跟对方聊起

来， 就像跟邻舍的大叔大婶拉家常。 大家你一句我一

句，只有曾丽娟在一旁显得有点无措，她听不到别人在

说什么，只是一直把笑容挂在脸上。

直到返程途中，曾丽娟逮住一个空当，拉着屈金艳

用一个小本子“交谈”起来：

刚才那户人家有什么困难，能不能告诉我？

那个大姐的右手缺了三根指头，丈夫在外面打工，

老人身体有病，还有2个小孩，家里很困难。她想要一份

工作。

……

这是“学习张海迪小组”的一次爱心活动。这个小

组由70多名肢残、聋哑等残疾人组成，全部来自浏阳生

物医药工业园的一家企业。 ■记者 姜国斌 胡信锋

27岁的屈金艳，娃娃脸，短发，笑起

来像十多岁的小女孩一样明朗。身高只

有1.25米的她， 去年从湖南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安邦制药公司，“来

了后才发现公司有这么多的残疾人。”

安邦是一家福利企业，有70多名聋

哑、肢残员工。屈金艳发现，这些残疾人

干活很卖力，却很少与外界交流，他们

用仅存的自尊守护着平静的日子。

外包车间班长蒋杰右腿残疾，车间

里20名工友全是聋哑、 腿脚不便的。这

个28岁的江苏籍小伙子在公司呆了8

年，对残疾员工孤寂、落寞的生活有更

多的体验，“干活，吃饭，回寝室，一成不

变。”蒋杰很少离开园区外出，甚至连过

年都独自留守在集体宿舍，“唯一的解

闷方式，就是喝杯小酒”。

戴眼镜的肖柯，外表看起来不像有

残疾，实际上他的一条腿短了2寸，身上

动过二十多处手术。好强的他克服了种

种困难， 还曾到沿海地区闯荡过几年，

最终选择回安邦。

“学习张海迪小组”最初的发起人，是

他们3个。 当时的设想是成立一个公司内

部的残疾人互助小组，让同病相怜的员工

们相互取暖。

但屈金艳觉得这远远不够。“虽然我

们是残疾人，可是有了工作，能够自立，能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为什么不能走出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呢？”她的提议

得到了蒋杰等人的一致赞同。

5月15日是全国助残日，“学习张海迪

小组”成立，屈金艳成了小组的核心人物。

一群残疾人，总想着去帮助别人

小组成立之初， 屈金艳等人很困

惑：一群残疾人，应该去帮助谁、又怎么

去帮呢？

一天，他们从报纸上看到岳阳市临

湘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的消息。一个叫

毛罗健的孩子一夜之间失去亲人，成了

可怜的孤儿。 屈金艳受到了极大震撼，

“我们就想去看看他，跟他交朋友，像哥

哥姐姐一样陪在他身边，关心他，让他

得到一点安慰。”

6月23日，屈金艳、蒋杰一行4人经

过2个多小时颠簸， 来到临湘市詹桥镇

观山村灾民安置点。他们没能找到那个

叫毛罗健的孩子，却见到了许多灾区的

惨象。带着一份忐忑的心情，他们走进

了两户灾民的家。

“我们去看了一位莫大姐， 她的丈

夫、公公、婆婆都被洪水冲走了，房屋也

毁了。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要靠自

己去安葬公公、婆婆，还要带2个很小的

孩子，真的很艰难。”

灾难深深刺痛了他们的心，但他们

不知该如何切入话题。

“那是一次不成功的交流。”蒋杰说，

由于是第一次走出来，大家都有些不知

所措，一时间竟出现了冷场。

“临走时，大姐眼里含着泪，紧紧地

握住我的手。”屈金艳还清楚地记得。

临湘灾区之行，是这群残疾人走出

封闭小圈子、 真正接触社会的第一次。

这次活动留下了不少遗憾，却让他们感

受了助人的快乐。“我们付出的很少，给

予的帮助也微不足道，可是他们都非常

感激，让我们也特别感动。”蒋杰说。

7月6日，屈金艳一行走进省白马垅劳

教所开展帮教活动。面对一大群吸毒劳教

学员，屈金艳、蒋杰等人敞开心扉，讲述了

自己的坎坷经历。

许多劳教学员感动得哭了，多次戒毒

的王某深受感动，“他们身体有残疾，但通

过努力做出了成绩。我们曾有一份让人羡

慕的工作，却染上毒瘾，成了精神上的残

疾。他们知恩图报，我们却亏欠家人、朋友

太多。”交流会后，学员们拉着屈金艳等人

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蒋杰说，这次帮教活动让他“有了接

近成功的感觉”。

此后，小组开展各种活动越来越有信

心，屈金艳现在最能体会老师说过的那句

话，“没有人富到不需要别人帮助，也没有

人穷到帮助不了别人。”

第一次走出去，他们不知所措

7月13日，屈金艳（左）一行来到浏阳市洞阳社区探望一户贫困家庭，女主人十分开心。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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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富到不需要别人帮助，也没有人穷到帮助不了别人”

70名残疾人开启“感恩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