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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拍
摄了一部短片，报道了河北两位残疾老人
贾海霞和贾文其相依相助在荒滩植树的
故事，感动了众多网友。近日，《经济日
报》记者来到河北井陉，来到两位老人种
树的荒滩。

5 月 31 日，天刚放亮，在井陉县冶里
村外的一条小路上，有两个身影结伴向冶
河边的一片树林走去。只见二人相扶相
帮，步履蹒跚。他们一位是盲人，一位是
无手残疾人。这样一条路，他们已经相伴
着 日 复 一 日 、风 雨 无 阻 地 整 整 走 了 14
年。他们在砂石密布的 50 亩河滩地上，
种起了 1 万多棵白杨树。在这个共同的
事业中，两人早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手。”

手眼互助绿化荒滩

每天清晨两人碰面时，无手的贾文其
总是用嘴叼起放有铁锤、水桶的筐，架到
右肩膀上，用脚趾夹住鸡蛋粗细的铁锹把
交给失明的贾海霞，然后是钢钎、水桶钩
⋯⋯一切准备妥当，贾文其总会吆喝一
声：“咱走哇？”贾海霞则信手抓住贾文其
的空袖，两人便有说有笑地向树林走去
⋯⋯

从村里到滩边，路不难走，只是快到
荒滩时，有一条五六米宽的小河，会给他
们带来一些麻烦。“老伙计上来吧。”贾文
其半蹲下身子，背起贾海霞蹚水过去。一
年四季，贾文其都要蹚水过河，多年下来，
脚掌周边全是疤痕，“都是冻的，冻裂了再
长，长上再裂，几年下来就这样了”。

他们所种的树，绝大多数都是速生
杨。没有资金，他们只能采取树生树的办
法，从大树上砍树枝做树苗。砍树枝要上
树，两个人有手的看不见，不知道树枝在
哪，能看见的没有手，上不了树。两人一
合计，互为手眼，“一起”爬树。

贾文其把贾海霞带到树下，待其爬树
离地几十公分后，便蹲下身去，用肩膀将
贾海霞向上扛去够树枝。贾海霞说，“虽
然文其一直在下面说，上面就是树枝，没
多远了。但我看不见啊，只能一边爬一边
摸”。从摸着树枝到坐稳，是一个不小的
难题。之前是摸不着树枝，心里空。这会
儿又是树枝太多，心里乱得慌，不知该坐
哪根。这时，他就要完全听贾文其的指挥
了。“右边点，那根枝子粗，能坐下。左边
有一根能当树苗的。”贾文其指挥着双眼
看不见的贾海霞。贾海霞小心地摸索着，
确定位置后拽出插在后腰的镰刀砍树
枝。上树容易下树难，下树时，手脚打滑
是常有的事，但很少会摔倒。“虽然看不
见，但我并不担心自己会蹬空，因为文其
就在下面，他会及时用肩膀接住我。”贾海
霞说。

“起初要挖沟引水。现在沟里都种满
了树，这里的植被和地表水存量都丰富
了，用桶浇就行了。”贾文其说，“就为在沟
里种还是在沟边种，我们还吵过架。海霞

大哥说要在边上种，理由是我们开条沟太
难了，直接种在沟里，等树长大了，沟就废
了。我则认为在沟里种存活率高”。但吵
归吵，树还是在一天天增多。

让艰难变成坚强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01 年，两
人刚产生种树念头时，村里人并不看好他
们：“缺胳膊少眼的，还想种树？”“那块地，
不是沙子就是石头。沙子不存水，石头难
生根，怎么种树？”

虽然村里人并不看好，但村委会在征
得村民同意后，还是将村里冶河边50多亩
荒滩无偿承包给他们，并签订了正式合同。

快要动手种树了，他们却还没有树
苗。“想起上学时老师教我们‘有心栽花花
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就开始四处
找柳树。把砍下的柳枝打好捆后，扛回荒
滩上种。”贾海霞说。2002 年 2 月至 4 月，
哥俩栽下了 800 余根柳枝。但到了秋天，
却发现只有两棵树存活，这个打击几乎让
贾海霞绝望，“当时我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多亏文其安慰我，他总结了一大堆我俩做
得不对的地方，并说‘来年改进，肯定能
行’。正是抱着‘来年肯定行’的希望，我
才又坚持了下来”。

2003 年，两人种植速生杨取得成功，
这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就这样，在失败中
积累经验，在争执中升华友情，在一次次

失利、一声声讥讽中，两人默默地坚持
着。这一坚持，就是 14年。

14 年来，树木越长越多，村民的讥讽
也越来越少。现在再提起两人，村里人个
个竖起大拇指。70 多岁的贾石锁是看着
两人成长的，他说：“他俩干得不错，村里
人教育孩子都拿他俩做榜样。”

点亮生活的希望

今年 54 岁的贾海霞，3 岁时左眼因眼
疾失明。虽然只有一只眼，但贾海霞仍求
学至高中毕业，并结婚生子，生活虽不富
裕，但一家 3口也算幸福。

2000 年，年近 4旬的贾海霞因事故导
致右眼失明，这个打击几乎将其击垮。那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他绝望到了极
点：一天，贾海霞年幼的儿子回到家对他
说：“爸爸，今天我吃了个橘子。”询问之
后，贾海霞得知孩子在街上捡了块儿别人
扔下的橘子皮闻了闻，就当是自己吃到了
橘子。“我当时觉得连个橘子都让孩子吃
不上，还怎么让孩子上学、结婚？那时，我
都想过轻生。”贾海霞说。

贾文其 3 岁时因触电失去了双臂，但
他从没当自己是残疾人。贾海霞这样介
绍自己的老友：“我与文其年纪相当，小时
候玩什么我们都是一起玩，好多时候，我
们都忘了文其是个残疾人。”贾文其虽然
失去了双臂，但他从不自卑、更不自弃。

见小伙伴们都下河游泳，贾文其也苦练水
性。如今，他水性很好，还曾两次救起落
水儿童。“一次是用嘴叼上来的，一次是用
脖子和肩膀夹上来的。”贾文其轻描淡写
地说，就像在说着别人的事情。

得知贾海霞一度沮丧得想要轻生，贾
文其便对他说：“我从小就没了胳膊，还不
是活得好好的？以后不许再有这样的想
法，要坚强地活下去。”

贾文其一直未婚，在村里林业队当过
护林员，还在残疾人艺术团工作过 7 年。
面对命运的不幸，他一直选择坚强、乐观
的生活态度。

待贾海霞状态好转，两人便聊起如何
更好地生活。一日，贾文其萌生一个想
法，“你有手，我有眼，咱们可以合伙儿种
树 。 现 在 种 下 树 ，等 老 了 就 能 用 来 养
老”。这句话，给贾海霞的内心照进了一
缕阳光。“与其说种树是为了养老，倒不如
说，是这个主意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贾海霞说。

只为了享受过程

有人伴，有事干。多年来，两人共种
树上万棵，但当年为了挣“养老钱”种下的
树，却一棵也没卖过。“小树是我摸着一天
天长大的，舍不得卖啊。”贾海霞说。

曾有人对他们说过，这些树值七八十
万元，但二人并不动心。“就作为公益林留
下吧：一来绿化环境、保护水土；二来能教
育我们村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残疾人都
能做成一件事，他们应该能做更多！”

站在村边举目望去，50亩河滩已经绿
树成荫。

去年年底，村里又把 170 多亩荒山租
给了他们。前些天，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
还捐钱为他们在山上建了一个 100 多平
方米的蓄水池。除了捐钱、捐物，还有人
来到村里为他们检查身体，研究实施装假
肢、治眼睛的医疗救助。“县里也承诺想办
法给我们安上水泵，好从河里抽水。等这
些弄好后，我们就又能开始种啦！”两人对
未来满怀希望。说起曾经的苦痛，贾文其
仍乐呵呵的，“我们每天说说笑笑，不觉得
自己比别人差”。

荣誉和金钱只给两人平静的生活带
来些许涟漪，属于他们的生活仍在继续
——春天栽新树，夏季锄草，秋季赶走
牛羊，冬天巡查防范火灾。每天往返在
家和树林之间，贾海霞、贾文其过得快
乐而充实。

一位双目失明，一位失去双臂，两位老人相依相助荒滩植树14年——

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手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郝子朔

吕大俊今年 63 岁，是一名共产党员。
他参过军、打过仗，当过警察，爱好摄影，退
休前在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工作。

原本，吕大俊该拿着退休金，住着大房
子，开着小车，去全国各地旅游，拍自己喜
欢的照片。但他卖了车，甚至连自己最放
不下的照相机也卖了，40 多年来，把所有
精力、金钱奉献给了残疾人。

他的助残行为有些“疯狂”，从此得了
外号“吕疯子”。虽然人们嘴上叫他“疯
子”，但打心底里都佩服他。

变卖家产“捐出去”

小时候，吕大俊的父母长期照顾一位
负重伤残疾的战友，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
烙下永恒的记忆。长大了，“这辈子都要
助人助残”的想法愈发坚定。

多年来，吕大俊先后扶助了 300 多名
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从退休金中拿出 60
多万元资金助残。“我口袋里常年没有钱，
但凡有一点钱，我都会捐给需要帮助的残
疾人。”吕大俊告诉记者。

参加工作后，工资到手还没捂热，就被
他捐出去了。退休后，收入明显减少，吕大
俊先是卖手表、家具，接着卖车、相机、收藏
品来助残。

“捐出去”成为吕大俊经常说的话，他
走到哪里都不忘帮助残疾人。“我总是梦到

有些残疾人还没有帮助到位。”吕大俊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他这辈子与残疾人分不
开了。

与一对聋哑夫妇的 16 年

吕大俊的身体状况很差：罹患喉癌、高
血压、心脏病，两块留在体内几十年的弹片
不时发作折磨他，双腿也在办案中受伤
⋯⋯可吕大俊是个乐观派，想起需要帮助
的残疾人，他那两条不怎么听使唤的腿就
停不下来。

2000 年，吕大俊到辖区接过了民警关
铁平的爱心接力棒。“那时，聋哑人黄大柳
和向群英全家 4 口每人每月才 150 元保障
金，黄大柳又患有甲亢，丧失了工作能力。”
吕大俊说，两人 1995 年结婚后，因沟通不
便，落户问题一直拖到 2001年都未解决。

“我向局里反映了这个情况，局里特派
户籍科长到黄大柳家现场办公，还请来了
聋哑学校的老师做翻译。”吕大俊说。户口
解决了，他们的生活怎么解决？“我想给他
们找份工作，但确实不好找。”吕大俊就利
用休息时间，四处奔走，为向群英找工作。

“开始时，处处碰壁。”最后，吕大俊只好去
找好友，朋友看到吕大俊这份执着的爱心，
只好答应了。2002 年左右，向群英终于进
入一家休闲康体服务中心工作，每天只要
工作两小时，每月就可拿到 400 元工资。
一个聋哑人终于圆了工作梦。

黄大柳的女儿黄莉到了上学年龄仍然
没有入学，吕大俊问起原因，黄莉说：“吕叔
叔，我很想读书，但读不起。”“黄莉的这几句
话像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我为她办了个

存折，开始每月往里存 50 元，后来每月存
200元。”吕大俊说。2002年，小黄莉终于实
现了上学梦，初中、高中⋯⋯吕大俊一直在
供黄莉上学。“我经常跟黄莉说，好好学习，
你考得上大学，我就供得起你。”吕大俊说。

2007 年，黄大柳突患脑溢血，医院连
下两次病危通知书，全家人六神无主。“那
时，我们最盼望的就是吕叔叔能在，但是他
当时在北京出差。”黄莉告诉记者。得知消
息后，吕大俊马上飞回海口。下飞机后，他
直奔医院。“那时，黄大柳已奄奄一息，我问
为什么不治疗，他们告诉我没钱。”吕大俊
说，那时，他身上只有 2000 多元，全部给
了医院仍然不够，他就把警官证和身份证
压在医院，请求医院先行治疗，次日发动亲
戚好友和全社会前来捐款。

一个多星期后，他们总共收到捐款近
5万元，黄大柳从死亡的边缘挣扎了回来。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吕大俊获奖无数，今年初获得了“最美
志愿者”称号。“这些荣誉并不是我想得到
的。我在开始帮助黄大柳一家时，大家都
说我在‘出风头’，但我并没有受到影响，仍

然坚持 16 年。我在经济上不富有，甚至囊
中羞涩，但精神上我非常富有，因为叫我

‘警察爸爸’的孩子很多。”吕大俊告诉记
者，“我只希望能有更多人来帮助残疾人”。

吕大俊的“疯狂”行为越来越受到关
注，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帮残助残人。

2014 年，吕大俊组织成立了海南省扶
残爱心协会，自任会长。

2014 年 1 月，吕大俊为特殊学校的 54
名盲童组织了募捐晚会，带着募捐的两万
余元远赴深圳，为盲童购买了 54 套过冬衣
服和多功能数码收音机，送到盲童手上；远
赴温州，为贫困地区的残疾人购买 90 多套
羽绒服；先后接待来自北京、深圳、江西等
9 个省市的 1000 多名残疾人来海南治病、
旅游⋯⋯

“我最开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这个队伍中来，我做的这些事值了。”吕大
俊告诉记者，海南省爱心协会联合海南鑫
天馨实业有限公司共投资近 2000 万元建
造了扶残助老爱心公寓，免费接待了 200
多名到海南治病、旅游的残疾人朋友。

吕大俊说，他将带领爱心团队把服务
对象扩大到更多残疾人。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退休职工吕大俊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退休职工吕大俊：：

痴 心 助 残痴 心 助 残 4040 载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何何 伟伟

“八字口老校真的好，校
内有个好领导。白手起家办
学校，校长教师一肩挑。经
费缺少掏腰包，只讲奉献不
索要。”这是安徽省巢湖市夏
阁镇流传的一段顺口溜。顺
口溜中的好领导，便是八字
口老年学校原校长张承汉。
因为这位老人 14 年的坚守，
这所山里的乡村老年学校办
得红红火火，成为山区老年
人的精神家园。

八字口老年学校地处偏
僻山村，四周群山环抱，学员
来自周边的四乡八里。其
中，最远的学员每天要走 9
公里山路，翻越几座山岭赶
到 学 校 上 课 、参 加 文 娱 活
动。目前，该校学员已发展
到 218 人，其中有 46 对老夫
妻同上一个学堂，在当地传
为佳话。

日前，《经济日报》记者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村道路，
找到了八字口老年学校。走
进教室，巢湖市老年教育讲
师团老师李义文正在授课，
偌大的教室里，坐着近百位
老年学员。台上讲得生动，
台下听得认真，笑声、掌声不
时响起。“每次学习活动结束
后，回到家里，我就掰着手指
计算天数，盼着下一个学习
活动日的到来。”67 岁的李
真桂笑着说。

看到如此情形，站在教
室外的老校长张承汉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

今年 82 岁的张承汉身体硬朗，声音洪亮。“我是
1997 年从村小学退休的，当时，村里年轻人都出去
打工了。我和留守的老人聚在一起，发现他们经常
打牌，精神生活匮乏。”张承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从事了几十年教育工作的他想要有所改变。于是，
他和几位老伙伴商议后，决定创办一所老年学校。

无学员、无教室、无课桌、无教师、无资金，学校
创办伊始，他们就遇到了五道坎。怎么办？张承汉
没有退缩，他拿出 2000 元积蓄作为启动资金，并发
出 70 多份倡议书，跑遍八字口、元通两个行政村的
所有村庄，造访原西峰乡政府和 11 个村委会，宣传
办老年学校的意义。“乡政府很支持我们办学，给了
三间房，解决了校舍问题；没老师，我们 5 个发起人
一合计，自荐当教员；随后，又到周边几个中小学收
集了 40 多套旧课桌⋯⋯2003 年 3 月，学校终于开
学了。”张承汉回忆着，往事历历在目。

学校建起来了，如何发展壮大呢？首要问题还
是缺资金。张承汉不等不靠，带领学员大建生态林，
先后获得林业部门 2 万多元以奖代补资金。与此同
时，他组建了“夕阳红”演出团，在丰富学员及山区老
年人文化生活之余，还通过巡演挣得一些办学经费。

现如今的八字口老年学校，校园环境优美，还建
起了文体室、活动室、图书阅览室、保管室、排练室，
彩电、音响等教学设备以及演出道具、服装、乐器应
有尽有。

“学校能有今天的规模，与张校长的付出分不
开。每次的学习活动日，他都要凌晨三四点起床，
手持拐杖、电筒，翻过三座山岭，带着锅巴来到学
校，打扫卫生、烧开水，为上课做好准备。14 年
来，他共用坏拐杖 200 多根，穿破球鞋 40 多双。
大女儿给他在合肥买了房，想让他和老伴过去安享
晚年，可这么多年来，他都没去住过。”夏阁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

看到不少留守儿童生活没人照料，学习成绩下
降，72 名老年学员与八字口、元通两村的 72 名留守
儿童结对，开展学习辅导、生活指导、心理疏导，促进
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为外出务工父母解决后顾之
忧。老年学员还争当民事调解员、政策宣传员、治安
联防员、卫生保洁员，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余热。

“今年我从校长位置退下来了，不过学校只要有
需要，只要有课，我都会过来，相信学校会越办越
好！”张承汉坚定地说。

安徽巢湖八字口老年学校原校长张承汉

：

为山区老人打造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徐小中

吕大俊

（左

）为残疾儿童挑选衣服

。
（资料图片

）

6 月 3 日，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王

君子在查看一件汝瓷作品。

王君子从小就对汝瓷痴迷，潜心学习、研究汝瓷

烧制技艺。经过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王君子练就了

汝瓷烧制的“绝活”，成为河南省汝瓷烧制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多款汝瓷作品名扬海内外。为发扬汝瓷

文化，传承汝瓷烧制技艺，王君子收了多名年轻人为

徒，希望把汝瓷技艺一直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使汝

瓷再放异彩。 何五昌摄（新华社发）

匠心三十年 传承汝瓷梦

▲ 老哥俩走在

坎 坷 不 平 的 植 树 路

上。 张 震摄

▶ 有电话找贾

文其（左），贾海霞就

将电话放到贾文其的

耳边，他笑称自己就

是贾文其的一双手。

张 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