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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芜湖安徽芜湖

来自江苏省镇江丹阳的90后女子丁瑛，几年来悉心护理重伤丈夫蒋立，直播助农还清18万善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王海涵
通讯员 吴培丹 张瑾昕

过了腊八就是年。安徽芜湖又一次迎来

低温天气，在弋江区弘阳广场夜市，人气却

不减，空气里混杂着盈盈笑语和各种小吃散

发的暖热香味，对不少摊主来说，这是节前

最后的“冲刺”，要不了几天，都要各自收

摊儿过年了。

在这些摊主当中，有一对年轻摊主很容

易被分辨出来，一是，他们不能像正常人一

样用语言交流，只能靠简单的手语、唇语和

手机打字与人交流；二来，他们摊前的客流

似乎要多一些，并且排着整齐的队。

听说这处的“无声”小摊儿，很多芜湖

市民前来“捧场”，有的甚至是打车过来

的，他们希望自己的消费能为这对自食其力

的年轻人增加一份收入，也为他们点亮一盏

心灯，鼓励他们坚持干下去。

“不屈的无声年轻夫妻，脸上充满了对

美好生活的憧憬。”“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

容，很治愈、很温暖，祝他们越来越好！”

网友的留言传递出满满的善意，也给这对夫

妻带来无声的力量支持。

来自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何姓同

学已是第四次来这个摊位买炸土豆了。“他

们俩热爱生活、永不放弃的态度很让人佩

服。”何同学表示，学校离夜市很近，今后

还会常来。

这对 95 后摊主看起来也像大学生一

样，戴着同款不同色的“情侣帽”，摊主张

剑是安徽池州人，身材高大，戴着一副黑框

眼镜，妻子徐丛丛是山西阳城人，小鸟依人地

站在一旁。徐丛丛忙着炸洋芋、将食物装袋，

张剑负责做肠粉、蒸米线。二人脸上始终挂着

的微笑，让人看不出他们曾经遭遇过巨大不

幸——因为药物导致后天性耳聋。

当年在太原市聋人学校学习时，两人一

见钟情，此后，徐丛丛远嫁池州市东至县，

跟随张剑一起生活。2019 年，夫妻俩在冬

天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小名叫乐乐。乐

乐笑起来眉眼弯弯，懂事可爱，但不幸的

是，她也是一名听障儿童。这对年轻夫妇的

心头因此蒙上一层阴影。

为了生计，他们曾在工厂打过工，2019
年来到芜湖后开始送外卖。不过，因为听力

影响，张剑骑车很危险，其间出了几次车

祸。后来，二人商量，在夜市摆摊，做肠

粉、米线、洋芋等。

夫妻俩一般下午 4点 30分出摊，忙到晚

上 12点之前收摊，整个上午则忙着批发准备

食材等物资。这段时间，因为媒体的报道，这

个“无声”小摊迅速“出圈”，现在客流明显增

多，很多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前来消费、打卡。

为此，夫妻俩每次出摊儿前会专门“收

拾”一下自己，以更加青春的精神面貌出

现，“美美地”面对顾客。

这些天来，他们也收获了很多感动的细

节。一次，一位顾客接过食物，用手机打字

道：“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娘！”殊不知，这

是徐丛丛第一次被人喊作“老板娘”，她从

前有个梦想，开个小饭店，当个小老板，没

想到这一次“如愿以偿”。

还有一次，徐丛丛制作的两份食材交到

一位“小哥哥”手上，对方特意用手语表达

了“谢谢 ”二字。

因为不断有老顾客在网上给予好评，并

打听出摊儿的时间，即使下小雨，夫妻俩都

会坚持出摊，除非大雨才休息。不出摊儿

时，张剑会去做兼职送外卖。

现在作为小吃摊同行，朱仁秀大姐觉得

张剑的到来，“简直就是一种缘分”。2023
年上半年的一天，朱仁秀在市区看见一个送

外卖的年轻人发生了车祸，腿受了伤，走路

一瘸一拐的，电动车也被撞坏了。等警察来

到后发现，原来这个年轻人不会说话。

“当时以为他是一名兼职大学生，后来

看他听不见，又说不了话，急得直比画，心

里一阵心疼。”朱仁秀回忆，后来就用手机

打字的方式，和这个与自己孩子年龄相仿的

年轻人沟通，帮助他向警察说明事情经过，

与当事人调解。

没想到，后来张剑的摊点就在隔壁，

热心的朱仁秀认出来之后，自然又继续扮

演起“翻译”的角色。当天晚上，张剑的

液化气快用完了，朱仁秀顾不上自己的摊

子，忙着帮张剑向食客解释：“稍等一下，

马上气就送来了。”

眼下，张剑夫妇也急切地盼望与家人团

圆，女儿乐乐目前由奶奶带着，在安徽安庆

进行康复训练。佩戴助听器之后，乐乐已经

能够与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正常交流了，说话

越来越流利。

徐丛丛通过微信表示，她把相关的视频

和文章分享到了朋友圈，远在山西的家人也

都在评论区表达了对他们一家三口的鼓励，

以及对芜湖这座城市的谢意。

“芜湖是一座温暖的城市，我们在这里

被人认同、尊重、重视。”徐

丛丛表示，最大的心愿是，女

儿能听见、会说话。希望她长

大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能

帮助有需要的人。

冬夜里，“无声”小摊被爱与温暖环抱

□ 尤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超

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丹阳经济开发区

贺巷社区的 5号车库，虽然只有 20多平

方米，却承载着 90后姑娘丁瑛的梦想。

1 月 22 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

到这里。车库里塞得满满当当，右手边

放着一辆电瓶车、一辆自行车及若干杂

物。而左手边放了小桌椅、手机支架、

用来打光的直播设备等，这是丁瑛的创

业“家当”。

她每天在这里直播，下午播的时间

短一些，晚上从 9点左右开始一直播到

12 点。车库没有取暖设备，丁瑛穿着

厚厚的羽绒服，戴着一顶红色帽子，把

自己裹得很严实。平时，她拿着沃柑、

烟薯等农产品，可以“随时进入状态”。

车库没有厕所，在直播的 3个小时

里，丁瑛不敢喝一口水。有时候，她甚

至要穿着尿不湿开播。无论在直播时还

是在直播结束后，丁瑛给记者的印象就

是爱笑。她的笑没有职业化的痕迹，真

诚明媚、眼神闪着光。

笑容背后是辛酸。丁瑛的丈夫蒋

力因严重车祸成为植物人，随后筹集

善款。而丁瑛的车库直播间就是为了

偿还善款。 2023 年 2 月，丁瑛将攒下

的直播助农收入 183022 元转给水滴筹

平台，并附言：“蒋力全额退还好心人

捐助”。这是水滴筹平台全额返还额数

最大的善款。9个月后，丁瑛荣登“中

国好人榜”。

抢救丈夫

毕业于吉林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的

丁瑛于 2011 年认识正在部队服役的蒋

力。4年后，两人结婚。后来，退伍士

兵蒋力回到家乡丹阳成为一名辅警，后

来又担任村干部。

2020 年 7 月 13 日，蒋力遭遇严重

车祸，在 ICU抢救。

整整 1个月，辗转了 3家江苏最好

的医院，丈夫才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在 ICU 的每一天花销都在两万元左

右。丁瑛花光了所有积蓄。

当年 7月 21日，得到水滴筹平台答

复后，她将丈夫的身份信息与遭遇上传

至该平台。众多爱心人士为蒋力捐款

4055次，共筹得善款 183022元。

其间，医生也下了 5 次病危通知

单，并告知丁瑛，她的丈夫由于伤势过

重将变成植物人。

同一科室的病房内，不少病患都有

着与蒋力相同的遭遇。家属们如遭雷

击，像“霜打的茄子”。生性乐观活泼

的丁瑛始终相信，丈夫一定能挺过来。

丁瑛用丈夫的名字注册了一个抖音

账号。她将治疗时的小细节都拍成短

视频，记录丈夫的康复路。蒋力转至

普通病房后，丁瑛每天凌晨 3 点半就

要起床。 4 点开始，她要为丈夫准备

营养餐。

13-15 种肉类、蔬菜要煮熟后再

搅打成泥，总用时需 100 分钟。6 点左

右，丁瑛就会通过注射器、饲管等给

丈夫“喂饭”。每日，丁瑛都会像这样

为蒋力准备 4 顿饭，并在下午榨一次

果汁。

这些营养学方面的知识，都是她半

夜点灯熬油“啃书本”学会的。营养餐

应该搭配什么蔬菜、每一种蔬菜的营养

成分如何……点点滴滴都记在她心里。

治疗 3个半月后，丈夫终于睁开了

眼。但这并不算是医学意义上的醒来，

丈夫依旧没有什么意识。直到 6个半月

时，蒋力才真正醒过来。在那之前，蒋

力刚刚经历肺部感染，整日发高烧，正

在进行抗生素治疗。

“无论你跑到哪里，我都
跟着你！”

一天，丁瑛惊喜地发现，她对丈夫

说“眨眼睛”的时候，他有反应；拿着

一个苹果在丈夫眼前晃时，他的眼神会

追踪着苹果。简单指令、精准定位、眼

神追踪正是在医学上醒来的标志。

对此，丁瑛很振奋。医生们也十分

惊奇，一般伤得这么重的病人，很难这

么快醒来。

同时，社交平台上，丁瑛也开始宣

传起她学会的营养餐搭配、辅助康复训

练等内容。

在医院的楼梯间，她第一次开启直

播，向网友们分享喜悦。

蒋力醒来后，丁瑛的任务反而变得

更重。此时，蒋力需要进行“主动式”

的康复训练。

蒋 力 身 高 1 米 83， 可 丁 瑛 只 有

1米 59。瘦小的丁瑛要抱着大大的蒋力

翻身、动腿，期望丈夫可以站起来。

此时的蒋力大伤初愈，体重已降至

110斤。丁瑛使使劲儿，还是可以将丈

夫抱起。

后来，由于药物作用，蒋力的体重

渐渐升至 180 斤。丁瑛要费很大力气，

才能让丈夫活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蒋力在医院的病

房内渐渐学会走路。

如果说，练习行走是“体育课”，

丁瑛还会为丈夫安排“文化课”。

康复中的蒋力不会开口说话，甚至

分辨不出香蕉和苹果。丁瑛没有气馁，

她从“1、2、3、4、5”数数开始，一

遍一遍教丈夫认识数字、水果、蔬菜

等。也不知经过多少次的训练，当丁瑛

说“1”时，蒋力缓缓伸出了一根指

头。这一幕让爱笑的丁瑛流泪了。

这一年的春节，他们是在医院度过

的。按照丹阳当地习俗，丁瑛做了团子、

馄饨。她觉得，在新的一年里，通过不懈

努力，丈夫会越来越好。

也是在 2021 年，丁瑛发现，自己在

直播时讲述的康复知识与经历故事，引起

许多脑外伤患者家属的共鸣。

线上，她创建 3个脑外伤患者家属微

信群，和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一起交流经

验、加油打气。

在医院病房里，丁瑛的笑容感染了无

数人。每当蒋力直直向前快步走时，丁瑛

总会在后面一边追赶丈夫，一边说：“你

看看你，再跑都要出国了！”

丁瑛一边说，一边发出欢快的笑声。

她拉住丈夫，为他整好衣领，抚平衣褶，

又接着说一句，“无论你跑到哪里，我都

跟着你！”

原本气氛沉闷的病房，瞬间充满了乐

观、开朗的气息。“咱们开心，病人也会

被感染，也会开心起来。凡事都要往好处

想，一切都会好的！”她经常这样鼓励病

人家属。

经过一年半的治疗，蒋力出院回家

进行进一步康复。最开始，蒋力不会爬楼

梯。丁瑛就在家附近租了一间带有电梯

的房子。她每天都会带着丈夫康复，照顾

起居。

丁瑛与蒋力的女儿 7岁了，正在上小

学一年级。功课作业也需要指导。婆婆徐

兆英就搬来和他们一起住。徐兆英帮儿媳

烧饭、照顾蒋力。丁瑛才空下时间，可以

留出更多时间陪伴女儿。

徐兆英告诉记者，儿媳每天过得很辛

苦，经常忙到“脚不着地”。她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这样的好儿媳妇哪里去

找！”

得知相关情况后，在团镇江市委的牵

头下，丹阳团组织与专业康复医生多次

到丁瑛家慰问。此外，团丹阳市委还积

极为丁瑛申报“我们身边的好青年”等

荣誉称号。同时，他们主动联系社区青

年志愿者，在丁瑛一家不方便的时候接

送孩子。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

2022 年 2 月，丁瑛在抖音有 70 万粉

丝，她接到一通求助电话。

原来，丈夫的一位战友退伍后回到广

西老家从事农产品方面的工作。他发现，

许多农户果园里的水果出现滞销。果子卖

不出去就会腐烂。

为了帮助战友，丁瑛第一次在直播中

开始带货。让她没想到的是，农产品的销

路非常好。于是，她与几位战友分工协

作，走南闯北，开启助农直播。

由于还要照顾蒋力，丁瑛则负责起主

播的工作。

就这样，在自家车库里，丁瑛开起了

直播。从海南的凤梨到湖北的鲜橙再到山

东的南瓜、油桃……

丁瑛包下果农的果园，为他们进

行“兜底保障”。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无

论销售成果如何，农民的利益不会受

到损害。

真诚的丁瑛打动粉丝。沃柑被卖成直

播间的“爆品”。2023年，在短短 20天时

间内，大凉山丑苹果卖出 20 万斤，全年

沃柑共计销售 16.6万斤。

丁瑛将账算得很细。除去必要的生

活、就医开支，她把每一笔钱都省了下来。

平时，她结对资助 10 名困难学生，

并为与她有同样经历的病患家属提供客

服、主播等工作岗位，让他们能够在家

就业。

承担客服工作的病患家属，一天只需

要挑出一段时间，打开电脑工作。工作期

间，他们有时也就接待两三位顾客的咨

询。每次，工资总会准点打到他们的银行

卡上。面对热情的丁瑛，这些病患家属也

会感到不好意思。

“我把力量和温暖传递给他们，他

们在被鼓励的同时又会激励我、祝福

我，这也给了我力量和温暖。”丁瑛总

会说，“在这样一种循环里，我们都会

过得越来越好。我希望今年能得到专业

的康复指导。”

桌上，一个蓝色的小卡片引起记者的

注意。上面写着，“亲爱的丁

瑛，祝你幸福快乐。——大

姐海迪”。这是张海迪对丁瑛

的祝福与盼望。

“植物人”丈夫醒后，她直播带货归还18万善款

团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坚持“紧扣
中心 紧跟时代 紧贴实际”，实施“缤纷湖
湾 青春领跑”五项行动计划，推出6期大
国重器实景研学课堂，成功创建超算“码
农”省级青年学习社，连续16年与江大举
办青马工程就业见习，连续10年开展“游
学滨湖”活动；举办青年人才集体婚礼、首
届青年主题乐跑，挂牌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青年企业家（无锡）联络站；启动“湖湾
之滨校地+”社区青春合伙人计划，发布

“情满湖湾”爱心基金，出台青年人才驿站管理办法。团滨湖区
委将紧扣主题、创新形式，不断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的引领
力；夯实根基、创新形态，拓宽团的基层建设工作和组织覆盖；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焕新助力各领域青年成长成才的服
务水平；厚植土壤、助力发展，搭建各领域青年立足岗位拼搏
建功的舞台。扛起如山的青春责任，以出彩业绩在新的赛道上
实现青春领跑！

张剑和徐丛丛在摊位前。 吴培丹/摄

如此的
考试“专用”

广东省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团
委深化改革创新，把握立德树人
正确方向，认真履行组织青年、引
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年合
法权益的基本职能，切实担负起
为青年成才成长创造性开展工作
的责任；深化“青马工程”培训班，
持续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的
覆盖面和实效性，引导团员青年
勇做忠诚于党的先行示范；树立

“一盘棋”思维，以队伍建设为基
础，提高组织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引领团员青年
勇做固本强基的先行示范；通过“我与校领导面对
面”“我为身边同学办实事”等品牌活动，畅通师生沟
通渠道，联动部门解决实际问题；打造团学品牌项
目，凝聚资源与人心，把所有工作都内化为思想政治
的育人载体，为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团江苏省无锡市滨

湖区委书记 张文杰

广东省河源职业技

术 学 院 团 委 书 记

陈晓峰

近日，“中考专

用跳绳”再次受到舆

论关注。有媒体报

道，安徽、重庆、福建

等地的“中考专用跳

绳”每根动辄上百

元，引发家长的无奈

和不满。事实上，教

育部《中小学体育器

材和场地》国标未

规定特定品牌，面

对舆论的质疑，相

关部门应该尽早回

应，进一步做好信

息公开工作，消除

这种猜测和联想，

从而维护教育的纯

洁性和公平性。

漫画：程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