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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海成：用筷子打字 书写追梦人生
◎ 肖子树

面对生活的磨难，高位截瘫的都海成在
冲破了人生低谷期后，毅然以“筷子”为手
指，紧扣当下农村生活实际，在电脑上创作
了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用文学再次点燃了
生活的热情。他就是先后获得青海省“向上
向善好青年”“全省自强模范”和全国“百姓
学习之星”等荣誉称号的都海成。

1980年 9月出生的都海成是青海省西
宁市湟中区共和镇河湾村村民，19岁那年，
因溺水加之救护不当，导致高位截瘫。瘫痪
在床的他，想着还没有实现的梦想，崩溃不
已。经历了一年的自闭，他发现父母的头发
已经斑白，猛然想到父母在接受儿子高位截
瘫的同时，擦干眼泪还得悉心照顾自己陪伴
自己，都海成暗自下了决心，为了父母，更是
为了自己，他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在父母无微不至地照料下，都海成开始
接受现实静下心来读书。然而，这对他来说也
是一种奢望。由于手臂和手指都没有知觉无
法动弹，母亲只能坐在床头，把书举在儿子眼
前，读完一页翻一页。母亲既要照顾儿子，还
得操持家务忙农活。为了节约时间，母亲为儿
子准备了一个高枕头，把书放在枕边，翻过一

页时还能干家务和农活。到了农忙季节，都海
成读完一页后，不得不在床上等上大半天。即
便如此，他从未放弃，他说：“每天读上几页
书，心里就不慌，脑子也不乱想。”

在父母无条件支持和自己的顽强毅力
下，都海成看完了《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等中外名
著。深感自己与书中主人公的命运紧密相连。
于是，他萌发创作的念头，想用自己的文字与
故事鼓励在痛苦、无助中挣扎和彷徨的人。

因为双手不能自如地活动，2012年春
节，家人攒钱给都海成购买了一台二手笔记
本电脑，不料在键盘上敲字比阅读更加艰
辛，但他凭借着过人的毅力使用左臂从头顶
举到右侧，用尚有知觉的拇指和食指夹紧筷
子敲字，从最初每天敲50个字，到后期每天
能敲出1000个字。经历三年多的时间，他创
作出63万字的长篇小说《追梦》。都海成的
叔叔帮助他修改完善小说，在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的帮助下，《追梦》于2017年正式出版。
小说讲述的是一位生活在偏远山村的80后
追逐梦想，却被命运无情地推向深渊，可主
人公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勇敢地与命运抗

争，开始百折不挠的追梦之旅……
高位截瘫以来，地方党委政府给予都海

成物质上的帮扶和精神上的慰藉从未间断。
2016年，他向村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经过
两年多的培养考察，于2018年10月成为一
名正式党员。成为一名党员后，他时刻以党
员标准要求自己，将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作为
目标。2020年，都海成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
《醒》，被中国青年出版社誉为青海版《平凡
的世界》，受邀去中央电视台录制《向幸福出
发》节目；2022年，以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为主
题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纸飞机》出版，被选入
全国部分高校图书馆；以家风传承和乡村振
兴为主题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花落谁家》已
完结，即将出版。

如今，都海成的创作之路还在延续，他以
小说创作的方式追寻自己的梦想。“不是看到
了希望才坚持，是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在
充满希望的日子里，都海成既享受埋首苦读，
更乐于笔耕不辍。“没有梦想是可悲的，像我
这样躺在床上的人没有梦想，就没有生活的
意义。”在都海成看来，一个人必须要有梦想，
追梦的过程虽然艰辛，却充满希望。

出生于1970年1月的周梦容，是四川省
巴中市南江县八庙镇燕山社区秧坝村1社
村民。13年来，她不离不弃服侍瘫痪在床的
丈夫，也独自撑起一个家。为了偿还丈夫治
病欠下的10多万元债务和养育3个子女，她
一个人打4份工，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5个
小时。娘家弟媳罹患宫颈癌，她主动接弟媳
到身边，耐心照顾长达9年。她用一言一行
传承和弘扬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用爱心
和责任心构筑起和谐的家庭。

◆ 家遭变故，不离不弃照顾瘫
痪丈夫

周梦容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三个儿女
健康成长，夫妻俩在陕西务工，一家人虽不富
裕，却也融洽。但一场飞来横祸，打破了这个
家原本的幸福。

2010年11月，周梦容的丈夫苗其林突发
不适晕倒在地，虽及时进行了开颅手术，但仍
然落下了全身瘫痪的后遗症。

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
全压在周梦容肩上。看着瘫痪在床的丈夫和3
个年幼的孩子，她选择用坚强撑起一个家。

周梦容每天为丈夫翻身、擦身子、按摩……
她一做就是 13 年，从未有过抱怨和退缩。
手术后的丈夫曾一度丧失语言能力，只能
发出简单的“咿呀”音，周梦容一有空就陪
着丈夫练习，一边给丈夫按摩一边教丈夫
说些简单的字词，在她的悉心照料下，术后
一年丈夫左手便能微微抬起，也能说一些
简单的字词表达自己的需求。

◆ 笑对苦难，坚韧勤勉撑起一
个家

瘫痪的丈夫腿部动脉瓣丧失送血功能，
致使腿部反复坏死出现慢性创面，需经常送
往医院治疗。老家燕山乡距离县城最近的医
院也有20多公里，为了更好地照顾丈夫，周
梦容咬咬牙在县城租了一套65平方米的公
租房。这使得家里每个月的开支又多出
1000 元，加上丈夫每月的医疗费和药费
10000余元，这样的开销让本就贫困的家庭
愈加艰难。身边人都劝她：“买点药回老家算
了，又节约医疗费又节约生活费，你也不用
这么苦”。

周梦容摇摇头说，自己苦一点没关系，丈

夫和孩子不能再受苦。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周
梦容每天天不亮就去早餐店打工，做到10点
又匆忙赶回家照顾丈夫、操持家务，下午她会
抽空去做一会儿小时工，晚上回家料理好丈
夫后，还要关心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整理当
天收集到的塑料瓶和废纸壳，一个人干几个
人的活，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

为了减轻周梦容家庭的负担，燕山乡党
委政府主动作为、积极帮扶，2014年将她家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其丈夫看病就医的钱
有了保障，村两委为她家争取了低保、残疾人
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各种帮扶政策。
还联系公益组织、志愿者协会组织对口帮扶，
从多方面减轻了周梦容的生计压力。

多年来，虽然一人打4份工很辛苦，但周
梦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淳朴的笑容：“感谢党
的好政策，我现在干活越来越有劲了。我也不
能光靠政府，要自己努力把这个家撑起来。”

◆ 守望相助，手足情深托起爱
的希望

周梦容勤劳善良又积极乐观，她努力把
希望带给身边的人。除了对丈夫悉心照料外，

周梦容还主动承担起照顾娘家弟媳的责任。
2014年，弟媳被查出罹患宫颈癌中期，

手术费和化疗费让弟弟一家捉襟见肘，那时
候丈夫的医疗费也是一笔巨额开支。姐弟俩
互相照顾，感情十分深厚，弟弟会经常给她
家买米买油，她也会力所能及地帮助弟弟。
她有时候打零工要一两天不在家，照顾老公
的任务就托给弟弟，弟弟也尽心尽力地照顾
着姐夫。

当弟媳患病后，眼看着弟弟一家的生
活难以为继，周梦容主动提出照顾弟媳，让
弟弟得以脱身外出挣钱。为了给弟媳加强
营养，她家餐桌上每天都会多加一个荤菜；
弟媳化疗后身体虚弱，她总是抢着干重活、
累活；弟媳不定期要到医院复诊，她总是寸
步不离地陪着排队、缴费、取报告。

每当有事出门前，周梦容一定会把饭菜
准备好、把水桶装满、把脏衣服洗干净晾好，
确保弟媳在家不用搬重物、干重活。“姐姐照
顾了我9年，我很感激她给了我们希望。”每
每说起姐姐周梦容，弟媳总是热泪盈眶。

就这样，朴实勤劳、坚韧乐观的周梦容，
用自己的双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用爱和坚
守诠释了人间真情。

周梦容：用爱和坚守诠释了人间真情
◎ 赵志先蔡攀

在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沈村镇丁
店村新河桥十字路口，人们经常看到
一位身材偏瘦、身穿印有“宣州义警”
字样马甲的中年男子穿梭在车辆和人
群中，忙着疏导交通。寒来暑往，春去
秋来，他护送着马路上的老人、学生及
行人安全通过。他就是“宣城好人”丁
华平。

今年60岁的丁华平，是沈村镇丁
店村的一名普通村民。2002年，丁店村
新河桥十字路口开了一家超市，因超市
地处交通要道，大型货车、城乡公交及
私家车川流不息。遇到节假日和上下班
高峰期，这里交通格外拥堵，严重影响
人们的出行和安全。

“堵车不说，这里还出过车祸……”
丁华平说，“曾经有一辆水泥罐车冲进
了隔壁的水果店，造成人员伤亡。”这让
丁华平心痛不已，从那时起，他下定决
心做一名交通疏导员。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这是丁
华平在路口疏导交通时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后，丁华平简
单地收拾下店里，就去路口疏导交
通了。

刚开始因为不会交通指挥手势，在
疏导交通的过程中，很多司机并不理会
他。他通过跟着交警学，网上对着视频
学，很快，便学会了交通指挥手势，这样
来往的车辆司机看到了他的交通指挥
手势就十分配合他，十字路口的道路也
变得通畅起来。

宣城交警支队三大队洪林中队
指导员程杰说：“新河桥自从有了丁
华平这个义警，减少了很多拥堵和交
通事故。”

正是丁华平的坚守，有效预防和减
少新河桥集镇交通事故的发生。丁华平
先后被评为“宣州好人”“宣城好人”。他
说：“只要群众需要我，我就愿意一直坚
持做下去！”

近日，陕西省第七届“孝老爱亲”道德模
范张秀针盘腿坐在炕上，像往常一样拿起针
线，一针一针绣出早已熟稔于心的图案。

张秀针是子长市余家坪镇余家坪村一
名普通的村民，她在育有两个亲生女儿的情
况下，收养没有血缘关系的瘫痪儿子郝海平
52年。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最朴实、
最纯真的人间大爱。

张秀针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手巧之人，绣
出的花草虫鱼栩栩如生；张秀针也是十里八
乡有名的心善之人，收养瘫痪弃儿，悉心照
料50余年无怨无悔。

1970年，张秀针到宝塔区梁村乡走亲
戚，得知一个出生才两个多月的瘫痪婴儿成
为了弃婴。听到这件事，她心里十分不忍。当
时，已有两个女儿的张秀针家庭经济条件并
不好，但她犹豫再三，还是顶着重重压力将
这个孩子抱了回来。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

她照料五十余年的儿子郝海平。
“我的父母常常教我要做好事、做善事，

我想这事大多数人碰上了都会像我这样做
的。”张秀针说。

收养郝海平后，张秀针将自家的粮食、家
当变卖，带着郝海平四处寻医问药，希望能治
愈他的疾病，但最终失望而归。面对这种现实
情况，张秀针平静地接受了，她还是一如既往
地亲手喂饭、细心擦洗，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郝
海平。经过张秀针悉心照料，郝海平可以做一
些简单动作，也能自己吃饭，张秀针很欣慰。

本以为日子就这样简单地过下去，没想
到丈夫被确诊为肝癌，患病期间呕吐不止，
她每日为丈夫擦拭身体，定期给他换洗衣
服，饮食上也尽量顾忌丈夫的口味，丈夫行
动不便，她又在床前伺候他日常起居，从未
让丈夫身着湿衣。住院期间医院花销非常
大，她贷款3万元，为丈夫治疗。但最终，丈

夫在与病魔抗争5个多月后离世，花光了家
里仅有的积蓄和她的3万元个人贷款。

“当时，丈夫去世，我又欠下外债，是瘫
痪的海平还有两个女儿支撑我活了下来。”
回忆当初，张秀针两眼湿润。

后来，张秀针与杨家园则镇的贺福胜重
组家庭，互相帮衬着开始了新生活。

现在，张秀针手里的针线活是这个家庭
的主要收入来源。“靠着我这手艺，一年收入
不少，一双纯手工鞋垫能卖200块钱。”张
秀针说，“我和老伴有老龄费，我家还是脱
贫户，有政策帮助，我们老两口生活过得好
着哩！”

虽然已年近八十，但只要有时间，张秀针
还是愿意拿起针线。“现在我的年龄大了，担
心做得不好了。要是有人想学，我愿意免费传
授，这能让咱农村妇女添一笔收入，也能让陪
了我一辈子的针线活传下去。”张秀针说。

民宿管家
比“网红”更重要的是专业

◎ 张国栋

近年来，新职业民宿管家被越来越多年轻
人视为“诗和远方”，更是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
方》“许红豆”的带动下，一度成为“网红新职
业”。不过，褪去“网红”滤镜，民宿管家这一新职
业也正面临着流动性大、外热内冷的困境，专业
管家人才缺口巨大。（11月7日《中国青年报》）

人社部数据显示，民宿行业蓬勃发展，短
短几年，民宿管家从业者就实现由“0”到“百
万”级规模的跨越。美团民宿数据也显示，今年
上半年，平台上的民宿从业者同比增加了
47%。其中00 后从业者增加了140%，为所有年
龄段中增速最快。不过也如媒体报道，在此过
程中，无形中成为“网红新职业”可能不少，而
能够真正成为“专业级”的恐怕不多。

在大众普遍认知中，民宿管家往往被误以
为是一名“服务员”。可在业内，这一新职业却
被称为需要拥有十八般武艺的“特种兵”：迎来
送往、帮客人定制旅游路线，对接用餐与卫生
打扫，策划民宿内特色活动等，甚至要精通当
代年轻人喜爱的咖啡调制、茶艺、花艺等，以备
客人的不时之需。

去年，人社部将新职业民宿管家定义为
“提供客户住宿、餐饮以及当地自然环境、文化
与生活方式体验等定制化服务的人员”。如果
说，民宿管家以前是“游击队”，现在则应该是

“正规军”，其中的“定制化技能”即专业水准显
得尤为重要。尤其在当下，来到民宿住宿的客
人不单单只是来住一晚，更想体验当地不同的
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希望民宿主理人或民宿
管家带来不同的体验感等等。这就不是光靠一
个“网红”就能“坚持”下去的，而是对民宿管家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要对当地风土人情、
人文地理十分了解，还要有强大的沟通能力去
挖掘他们的潜在需求。这是民宿区别于普通酒
店的独特优势，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民
宿的主要原因。

好在当前，全国各地兴起的民宿管家培
训，正在试图解决这一困境，国家层面也正在
加快推进民宿管家的职业化标准体系建设。这
既意味着，民宿管家将成为民宿行业提质升级
的新的着力点。更能说明民宿管家一度成为

“网红新职业”固然可以，也是时代的产物，但
比“网红”更重要的，是其专业技能、服务水准。

唯有通过多方努力，在提升现有从业人员
专业技能、服务水准的同时，大力破解专业管
家人才缺口巨大这一问题，才能使得“游击队”
变为“正规军”，有效赋能民宿行业提质升级，
行稳致远。

甘肃民乐县：

“三个结合”提升普法宣传效果

本报讯（苏久永 樊有生）今年以来，甘肃
民乐县司法局将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作为扩大
法治文化覆盖面的有效载体，推动阵地建设从
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形成了覆盖广、立
体化的普法宣传网络，进一步增强了法治文化
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染力。

构建新媒体普法桥梁，引领群众知法守
法。加快构建新媒体普法矩阵，充分发挥新媒
体优势，联合县融媒体中心在电视台开通“普
法面对面”栏目，邀请党政机关主要负责同志、
法官、检察官、律师围绕社会关切的法治问题，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以案释法活动，引导
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治元素点缀公共场所，打造乡村振兴法
治标杆。将法治元素融入公园、广场、长廊、文
化场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融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等场所，打造了洪水镇吴庄
村、六坝镇六坝村等10个乡村振兴民主法治
示范村。建成省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14个，城南法治主题公园1处，镇村法治
文化广场2个，法治宣传一条街（长廊）2个，将
法治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中传
播法治文化。

深化群众日常所需，普法全方位覆盖。围
绕群众日常所需，结合重要节日和社会热点，
积极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农
村、进社区、进网络”等“十进”活动，开展面向
全县各中小学校、青少年的“法治第一课”主题
普法活动、“企业法治体检”“法润乡村社区”普
法宣传等活动，让群众能够在学法的同时知道
如何用法。

吉林抚松县万良镇：

开展“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
法治宣讲活动

本报讯（赵铭 刘敬贤）近日，吉林省抚松
县万良镇法学会基层法律服务站开展了“百名
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

活动邀请了抚松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
员孙典海担任主讲，围绕扫黄打非、反电信诈
骗、反有组织犯罪法等主题，结合实际案例开
展宣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积极传播者和模范实践者，从而带动基层群众
共同谱写全面依法治国新篇章。

下一步，万良镇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弘扬法
治精神，认真抓好“双百”工作落实，不断推动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贵州丹寨：
交通安全进校园

近日，贵州省丹寨县交警大队宣传民警走
进辖区第三小学，向该校一年级的小学生宣传
道路交通安全知识。通过观看交通安全警示
片、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以
及与同学们互动问答的授课方式，让同学们在
寓教于乐的氛围中牢记交通安全。 陆德华摄

丁华平：
疏导交通保路畅
无怨无悔护民安
◎ 吴舒婷

张秀针：孝源于心 爱始于情
◎ 子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