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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牟昊琨 杨 月
实习生 范小露

如果一个人失去双腿，还能去到

自己想要去的远方吗？坐在轮椅上的

代国宏，骄傲地喊出“拼搏的每一秒，我

都像在重生”，赢得了台下的阵阵掌声。

近日，在“弘扬正能量、奋进新征

程”四川残疾人励志报告团宣讲活动

上，报告团成员结合自己人生境遇和

心路历程，深情讲述拼搏向上的励

志故事。报告团成员之一的代国宏

是“5 · 12”汶川地震的幸存者。当

年，他被埋进废墟 40多个小时后获

救，但永远失去了双腿。那年，他

只有 17岁。

有过痛苦，也有过迷茫，但代国

宏最终继续前进。2009年 12月，他加

入四川省残疾人游泳队，次年便一举

夺得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百米蛙

泳冠军。2014年，他再次在该项目上

夺冠，并以 1 分 45 秒 13 的成绩打破

全国纪录。到 2015 年 9 月退役时，他

已斩获九金四银三铜，用双手创造出

“无腿蛙王”的荣誉。

来自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叶莹与

代国宏有着相似的经历。她在豆蔻之

年因病致残，通过努力最终成为成都

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四川省仲景学会

会员，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基金课

题，参编中医类教材、专著十余部。她

以“知竹”为题，在北京大学和大学生

分享了她如竹子般对苦难、对梦想、

对人生的态度——不畏风雨、扎根内

求、坚韧不拔。

13 岁那年，叶莹因为意外失去

左腿。那时，她总爱一个人呆呆地望

着窗外，“如果我从楼上跳下去会怎

样”，是叶莹当时的心情写照。

但叶莹是个不服输的人，她坚

信“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在父母、老师、同学

的鼓励下，她从痛苦、绝望的阴影中

走出来，一边治疗，一边学习。在高一

年级，她树立目标，暗下决心，将来要

成为一名中医。在坚持不懈的努力

下，她以优异成绩被成都中医药大学

录取，之后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一路

读硕、攻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

与价值。她说：“风雨是成才必经之

路。无论命运给予你什么，接受它但

不屈服于它。”

“不屈服于命运，做人生路上的

勇士。”这也是大学生创业者、听力二

级残疾人张琳馨的人生信条。因听力

障碍，她 5 岁开口说话，12 岁佩戴助

听器，一路艰难求学。大学毕业后，热

爱非遗钩针编织的她在当地残联帮

助下创办琳馨钩针编织工作室，带领

10多名残疾人通过非遗钩针编织实现

增收。现场她自信地分享道，“我不会因

为坎坷而放弃自我，线就是我的生活，

钩针就是我的梦想，生活与梦想相互交

织，我希望能织出不一样的未来”。

在宣讲活动中，还有一位名叫

杜宣梅的女老师，她用残肢书写了

教书育人的感人故事。小时候，杜

宣梅曾对未来有过很多美好的期

待，但命运却给了她巨大的打击。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她失去了双

手和双脚。然而，她并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了勇敢面对。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家人朋友的帮

助，杜宣梅成了一名老师。没有双

手，她就用残肢夹着粉笔在黑板上写

字。刚开始时，她需要花费数倍于常

人的努力，才能将每个字写得端正秀

气。没有双脚，她就用假肢支撑身

体，虽然每节课下来汗水湿透衣服，

但她却从未退缩过。她所在的班级

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而她也不断用自

己的经历和行动去鼓励和帮助每一个

学生。

“一个人能够遇到好老师是人生

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

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

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杜

宣梅说她要努力做这样的老师，她要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什么是为人师表、

什么是坚强乐观。原因很简单，因为她

想照亮更多的人。

“我也许因为障碍，曾走得比别人

慢，但我从未停止追赶，我相信自己能

在浩瀚天地中找到一席之地。”极重度

双耳混合性听障者梁晏齐以“人生如

逆旅，此中有真意”为题，向大家分享

了自己作为一个听障者考上四川大

学、再到以笔试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进

入五粮液集团的逆袭经历。热爱诗词的

他，还曾登上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

的舞台。他告诉在场的学子们，“我比

别人走了更远的路才来到这里”。即使

上天对他不公，但在他看来只要还没有

被命运打倒，仍然有前进的路，就要全

力以赴地追赶。

梁晏齐说，“在这一路上，我特别

感谢家人对我的帮助。我希望我的故事

能投射、照亮更多像我一样的人，激励

他们同样能以一技之长胜任岗位，在广

袤的天地中施展才能和抱负。”

无独有偶，代国宏和杜宣梅、梁晏

齐一样，因为曾被光照亮,如今也想成

为光。现在，他从游泳运动员转型为“生

命教育”导师，并成立了代国宏生命认知

教育工作室，从事体验式生命教育课程

的设计研究。“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帮助

有需要的人找寻到正确、积极的方法，度

过那些比较艰难的时光。”代国宏说，他

会将生命科学教育作为“终生奋斗前进

的目标”。

“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里，多次提到保障残疾人权益的相

关内容，我深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

残疾人群体的关心和爱护，在更加健

全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

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支持下，一步

一个脚印，我们一定会在实践中越来

越好。”代国宏说。

宣讲团成员坚韧不拔、自强不息

的精神让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的学生

曹环宇感叹道，“无论遭遇何种逆境，

人都有着无限的潜能，只要我们勇于

挑战，积极面对，就能够超越自我，实

现生命的价值”。

身体某些机能永远无法恢复，但

因此造成的限制并非不可突破。无数

残障人士用自身的奋斗和成绩证明，

只要有梦，每个人都可以闪闪发光。

代国宏等宣讲团成员

用 一 个 个 生 动 的 案

例，告诉我们：决定人

生高度的，不仅是命运

的安排，更重要的是，

你是否拥有勇气面对

生活的考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乔佳新
通讯员 李季春 王 强

长白山的苍茫林海深处，梅集铁

路宛若一条蛟龙，盘旋在崇山峻岭间，

跨过鸭绿江，与朝鲜铁路连接，身着橙

色工服的铁路职工正沿着铁轨进行日

常检修。他们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通化工务段通化桥隧车间通

化桥隧第一维修小组。今年 1月，中

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向全社会发布 2023 年“最美

铁路人”先进事迹，该小组作为唯一

入围集体，荣获 2023 年“最美铁路

人”称号。

通化桥隧第一维修小组现有 17
名职工，其中 5 名是 90 后，1990 年出

生的王宏志是他们的“孩子王”。已是

3月，长白山区仍然冰雪覆盖、寒意袭

人。3 月 27 日，天还没亮，王宏志和工

友们就已经收拾好作业工具，乘坐工

程车出发，他们要跋山涉水，给位于长

白山腹地的梅集、通灌等铁路上的 19
座隧道、120座桥梁、387座涵渠“把脉

问诊”。

通化工务段管内线路处于长白山

区，沿线山多且水系丰富。梅集铁路全

长 250.58 公里，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普

速客货运输通道。它地处高寒山区，平

均海拔 600 米以上。由于冬季降雪量

大，加之春季气温回升早晚温差大，导

致河道及山体冰雪反复融化冻结，容

易形成“桃花水”。

“桃花水”即“桃花汛”，农历二三

月桃花盛开时，积雪融化后形成的汛

情，被当地称为“桃花水”。如不及时采

取措施，汇聚起来的“桃花水”容易引

发山体落石侵限和浮冰淤堵排水设施

情况，导致水浸铁路路基、冲刷铁路道

床等问题。

为了及时发现“桃花水”隐患，3
月以来，王宏志带领几名 90后工友一

头扎进了大山里，他们拿着专业工具，

穿桥钻隧、上山下河，完成每天 10 多

公里的设备检查任务，及时消除各类

隐患。对融化后的“桃花水”水系走

向、涵洞清理情况、山体危石进行全

面整治排查清理，做好对“桃花水”

进行分段截流和排出的准备。每天检

查完，他们的微信运动步数有 6万步

左右。

春防融雪落石、夏抗酷暑洪涝、秋

除枯枝倒树、冬战严寒冰雪。一年四

季，王宏志和小伙伴们巡逻在负责区

段的铁路线上，在这里，要想当好一

名合格的桥隧工，还必须练就“上山

下河”的本领。登高作业是铁路桥隧

工的必修课，面对几十米高的桥墩，

王宏志每次都是第一个系着安全绳，

下到空间狭小的墩台上，猫着腰检查

桥梁支座。为了避免检测支座时造成

误差，他每次需要克服恐惧，屏息静

气完成作业。

“桥隧工作业项目繁杂，十八般

武艺都得会，以前在老家爬房顶都害

怕，现在作业时即便刮大风，我也不会

有一丝恐慌。”王宏志说，“我必须第一

个下去，给大伙儿作好安全示范。”

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表

面看来，桥隧工们都是些“糙汉子”，可

实际上他们有着一身“绣花功夫”。王

宏志记得，在 2016年 5月，因对技术业

务的钻劲，他被第一维修小组工长刘

传双推荐，作为车间代表参加通化工

务段技能大赛。

接下来的日子，王宏志像探矿者

一样深入书海，挖掘业务书中的每一

粒金砂。他向师傅们要来工作记录，像

拼图一样将点滴经验串联起来。那些

日子，王宏志家里灯光总是亮到深夜。

赛场上，王宏志拼尽全力，获得

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他内心仍留有

遗憾。之后的日子，他憋足了劲儿，找

来技术业务书籍，反复学习规章制度

和专业知识。同时，强化现场实做技能

演练，力求用最短的时间掌握砂浆抹

灰等技能，争取下一次将金牌捧回来。

一次下班后，大家都陆续回家了，

只有他还在和泥巴。然而翻来覆去抹

了很多次，总是凹凸不平，并不美观。

老师傅宫汝文见徒弟急得满头大汗，

便走过去对他说：“这样不行，你得使巧

劲儿，不能用蛮力。”说着，拿过王宏志手

里的工具，边讲边示范。王宏志在老师傅

的指点下，逐渐掌握了要领。

2017 年，技能大赛的号角再次响

起。这次，王宏志单枪匹马杀入决赛，一

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技术状元”。

2018年到 2022年，他接连囊括沈阳局集

团公司“技术标兵”和“技术能手”称号。

“苦练技能，坚守岗位，奉献青春，只

有继承先辈的遗志，才能将工作做到最

好。”如今，在王宏志的带动下，更多的

90后加入了维修小组。

这些 90 后大多和王宏志一样生长

在长白山区，从小就听着杨靖宇等英雄

的故事长大。在每周定期组织的理论学

习中，雷锋精神和东北抗联英雄的故事

和语录成了王宏志和小组成员们的“必

修课”。“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

远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

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这些经典

的语录大家倒背如流，也不断鼓舞着大

家在万里铁道线上发光发热。

工作之余，第一维修小组的这些小

伙子们还经常关爱孤寡老人。维修小组

成员赵宝臣是通化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队员，王宏志经常和他一起组织同龄人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并多次无偿献血。他

们还主动向社区申请做志愿者，不定期

去社区做义工服务。

“心系桥隧涵、创优保安全”。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的巡检、养护、维修，

这些坚守长白山区深处的铁路桥隧工

们，一年就要走一次“万里长征”。在

大山深处，把“列车安全通过”视为一

切工作的底线和神圣职责，把这条地形

复杂、基础薄弱、病害多发的“担心

线”打磨成了“放心线”。

春天已来，隧道外，山岭上的积雪

正在消融，大山开始焕发勃勃生机。王

宏志说，自己要像一代代长白山区铁路

桥隧人一样，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用热血和担当延续数十年确保安全

生产的传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安 俐
实习生 陈 涵
通讯员 谭 婷 王雅妮

“许奶奶，我们来帮你量血压了。”

接到奎文门社区发来的上门问诊需

求，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

院学生王宸背上出诊包，跟随山东第

二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一起

来到居民家中巡诊。

“吃了好几种降压药，都不见

好。”家住奎文门社区的许桂华老人

时常血压高，但因为腿脚不便，不常

出门，她和老伴需要医生定期上门巡

诊。经过检查，医生为老人重新开

了药，王宸则坐在老人身边，耐心

听老人讲述病情，嘱咐老人注意饮

食、休息。

在山东省潍坊市的各个街道、社

区，时常能看到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学

生身着红马甲“打卡报到”的身影。

为贯彻执行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

教育厅联合印发的 《关于开展“百万

大学生进社区”社会实践的工作方

案》，该校团委积极探索志愿服务进

社区模式。“我们立足服务青年成长

成才的岗位职责，引导和帮助广大青

年团员上好‘大思政课’，与社区双

向奔赴，探索形成了医学院校大学生

服务社区的‘医+’模式，让同学们

在社区服务中发挥‘医’技之长。”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副校长梁淑娟说。

在社区服务的过程中，王宸发

现，课堂上老师经常讲的“治病更需

医心”有了更加具象的体现。

“跟患者进行高效沟通，医生的

态度特别重要。”问病情，看心情，

聊家常。上门随诊时，医生们的“话

疗”让王宸感受到职业的温度。“看

诊并不是简单和患者一问一答，也可

以像邻居一样聊生活习惯、聊吃喝、聊

就诊的经历，往往能更清晰地了解病

情的来龙去脉。”在社区义诊过程中，

前来寻求帮助的大多是上了岁数的

人，更习惯用方言讲话。为了能与患者

更加顺畅地沟通，王宸还学习了潍坊

当地方言。“我希望未来能做一个让患

者感到温暖的医生。”王宸说。

医学生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

慰。”在志愿活动中，该校心理学院学

生鲁静文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作为学校“心灵关爱”志愿服务团

队的队长，鲁静文每周都会前往盲童

学校，为特殊儿童群体提供帮助。一

次，她发现一个男孩儿独自坐在教室

中间用盲文做作业，周围的孩子都去

操场玩了。她试着跟小男孩儿打招

呼，只得到了几句低声的回应。用对

方熟悉的话题拉近距离，更容易卸下

心防，鲁静文聊起了小男孩儿最熟悉

的盲文。

“姐姐你把这个塑料板放在这里，

然后用手摸孔的位置，再用这支笔压

进去就能打一个点……”小男孩儿主

动讲起了如何用盲文笔和点字板书写

盲文，还邀请鲁静文尝试。

志愿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小男

孩儿忽然走到鲁静文身边，怯生生地

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展开手中的一张

牛皮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凹槽是他用

盲文笔在点字板上一点点扎出来的，

翻译过来是“祝你明天更好”。

“对于特殊儿童群体来说，更多

的是鼓励他们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

话，帮助他们缓解焦虑，同时鼓励他

们接纳自己。日后真正踏上工作岗

位，我们要善于倾听每一位来访者的

心声。敞开心扉是诊疗的第一步。”

鲁静文说。

在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进行志愿服

务的过程中，鲁静文给不少小学生做

过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她

发现很多儿童喜欢通过舞蹈等形式进

行交流和自我表达。传统谈话类心理

咨询在沟通和表达层面存在一定的局

限，但非语言形式能将治疗者潜意识

中压抑的情绪以一种较为安全的方式

释放出来。在老师的指导下，她开始

研究“舞蹈治疗在大学生心理健康领

域的应用及其潜在价值”，还在学校

帮助下申请了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

“舞悦慧心”工作室，通过舞蹈训练

提高受助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以期帮

助他们更好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

和挑战。

这些学生带着专业课中的问题去

开展志愿活动，带着学习中的思考去

居民中作调研，他们的收获不止于一

次活动。看得见的患者痛点、摸得着的

百姓需求，那些提问和倾诉，提醒着学

生们更早体会到医者的使命。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康

复作业治疗专业学生韩一凡利用暑假

时间到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利国乡调

研了农村医疗服务水平现状，“希望

能适当简化医保报销手续”“希望能

多分配一些优秀的医生来乡镇”“希

望诊所能定期给村民提供体检、义诊

服务”……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倾吐

的心声形成了最真实、接地气的调研

报告。“我就像触摸到一份实实在在

的责任，这是日常在课堂中体会不到

的。这些居民提到的问题，更是一份

值得长期研究的课题。”韩一凡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踊跃参与

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助力解决基

层实际问题。山东第二医科大学临床

医学院学生闫翔是公费医学生，本科

毕业后，他需要到乡镇卫生院及以下

的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医疗工作不少于

6 年的时间。在社区医院志愿服务期

间，他跟随社区医生问诊、面向居民举

办科普讲座，收获满满。“给居民疾病

诊疗、定期开展健康科普，教他们如何通

过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自己的慢性

病，这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常常是‘刚需’，

也正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价值所在。

我满心期待着，未来成为一名有温度、有

深度、有态度的人民医生。”他说。

怎么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一名医

生，这是山东第二医科大学每一位教

师、每一个学生时常思考的问题。志愿

者们每次携带教学模型，将心肺复苏、

海姆里克腹部冲击法、止血包扎及骨骼

外固定等生活常用急救方法带到青年之

家、小区、市民广场等场所，总会引来

居民围观学习。中医学院志愿者会带着

手工制作的中草药香囊走进社区，在小

区的广场上教大家学习八段锦、五禽戏，

受到不少居民的好评。

“医学生们将‘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与医学提倡的‘责任、

奉献、协作、人道主义’的职业精神融合，

在实践中体会大医精诚、医者仁心，在

社会大课堂培养奉献社会的意识，培植

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成为卓越医学

人才打下基础。”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党

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田玉胜说。

大学生“送诊上门”为志愿服务注入青春力量

他们从“折翼天使”
变成照亮他人的灯塔

长白山深处90后铁路桥隧工的热血担当

王宏志在清除铁路隧道内积冰。 王 强/摄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志愿者们为行动不便

的居家老人“送诊上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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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报告团成员（从左至右依次为代国宏、张琳馨、杜宣梅、梁晏齐、叶莹）。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