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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河南卫辉市唐庄镇盆窑村村
委会副主任孔祥卫，了解的人都对他
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这是一个大
好人。”盆窑村的一个村民说。

为什么和孔祥卫相识的人都对他
交口夸赞？这，还要从他长期以来一
直助人扶人的善良品性说起。

磨砺苦难 立志助人

孔祥卫1965年12月份出生于河
南卫辉市一户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家
境贫寒。为分担父母辛劳，他只读了
两年初中便辍学回家，靠干力气活挣
钱贴补家用，帮助父母一起供弟弟上
学。

“记得那时候，我什么活都干过。
在砖窑搬过砖，装过车，起早贪黑赶着
毛驴车去卖白灰，最远时曾跑到延津
和新乡，来回百十里也只能挣到一元
多钱，日子很苦。”孔祥卫对记者说。

“我父母常说，挣钱不易就慢慢
挣。首要的，是走得正坐得端，只要有
条件，就尽量去帮助那些生活更困难
的人。”父母的言传身教，使孔祥卫经
受住了苦难的磨砺，他身上的人性之
光也逐渐迸发。

孔祥卫告诉记者，有一回，他前往
新乡南郊运送石灰，行至向阳路，见到
路边坐着一个破衣烂衫的流浪汉。孔
祥卫很想去帮帮他，他摸了摸口袋，空
空的，只能无奈离开。当天，他卖了那
车石灰，挣了1 元多钱，高兴之余，买
了几个白面馒头准备带给家人。回来
的路上，他发现那个流浪汉已经饿得
躺倒在路边。孔祥卫赶紧拿出一个馒
头给那人吃。流浪汉吃得津津有味，
似乎已经很久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就想，将
来我有了钱，一定要去帮助那些生活
困难的人。”孔祥卫说。

稳固事业 热心扶残

孔祥卫的事业，起步于建筑行
业。当时，他看好建筑市场的潜力，贷
款买了一辆货车，拉石渣跑运输。经
过几年努力，攒了点钱，他就利用当地
资源与别人合伙投资了一个小型石渣
厂。他靠着诚实经营，注重信誉，企业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家大
型建材企业的主要原料供应商。孔祥卫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形象也
逐步在商界崭露头角。2010年，一家大型民爆公司聘请他担任企
业负责人，全权负责公司民爆业务。

事业走上正轨后，孔祥卫开始重温一直想实现的公益梦。他
开始想方设法帮助周围的人。

孔祥卫的同村，有位腿有残疾的张姓大哥，从小患有小儿麻
痹症，生活较困难。孔祥卫向张哥伸出了援助之手，有米送米，
有面送面。张哥说：“你家也不宽裕，还是自己留着吧。”孔祥卫
回答：“不管咋样，我能出力挣钱，比你宽裕一点。”此后，无论
自己的生意赔了还是赚了，只要逢年过节，孔祥卫都给张哥送去
米面油盐肉。只要张哥有困难，孔祥卫会毫不犹豫地给予帮助。
张哥外出行走不便，孔祥卫就经常背着张哥，有时一背就是好几
里。“他对我的这种帮助，一直持续了30多年。”张哥回忆着这
些往事，眼睛红了。

一直以来，孔祥卫还同时帮扶村里的20多户贫困老人，尽自己
最大努力把老人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来赡养。“都是一个村的乡
里乡亲，我能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让这些老人饿着。”孔祥卫说。

坚持公益 执着济困

除了关注帮扶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外，孔祥卫还坚持组织和
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他每天坚持早上4点半起床，到附近的

“卫辉爱心粥屋”做义工，加工食材，熬粥、煮鸡蛋，每次还给粥屋买
200多元钱的包子带去。

2017年11月份，孔祥卫在唐庄镇成立了“爱心诊所”，邀请新
乡医学院专家教授免费为唐庄镇贫困群众看病，所需药费全部由
孔祥卫承担。

在公益活动中，孔祥卫也感到了个人力量的渺小。他认为，只
有点燃整个社会的爱心，公益事业才能发扬光大。因此，他开始着
眼于公益活动的持续化和常态化，倡导成立了面向社会的“桂花树
爱心志愿者团队”，并联合卫辉市的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成立
了“卫辉市好人服务队”。这两个团队，有分工也有合作，分别设置
了运作良好的组织架构。很快，两个爱心团队吸引来卫辉市各界
爱心人士加盟，公益活动也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孔祥卫对城郊乡在读研究生王星月的帮助，令卫辉的公益热
潮上了一个台阶。2017年12月13日，王星月的父亲突患急病去
世，母亲瘫痪在床。无奈之下，王星月只能休学在家。获悉此事，
孔祥卫和爱心团队成员们帮助王星月处理了其父亲的后事，还计
划将其母送至养老院请专业护理人员照顾。谁知，7天后其母也
病情恶化，撒手人寰。双重打击之下，王星月濒临崩溃。孔祥卫一
边组织团队成员帮助处理母亲后事，一边通过网络媒体发出帮助
王星月的倡议。在孔祥卫带头捐助4000元的感召下，短短一天
时间，社会各界就募集善款16400多元，使得王星月解除了后顾
之忧，重返校园。

30年来，孔祥卫坚持帮扶残疾人、老年人和社会困难群体，他
先后荣获卫辉市第五届道德模范、新乡好人、新乡市第一届“新乡
贤”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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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琳自闭症学校”创始人方静：

为智障孩子守护一片天空
本报记者 王轶辰

今年4月2日，是联合国第11个
自闭症关注日。这一天，方静和“以
琳自闭症学校”的老师们在山东青岛
开展了全城宣讲活动。脖子上系着
蓝丝带的方静，又是公开演讲又是向
群众发放宣传册，她的热忱受到了青
岛市近 20 所小学、幼儿园的欢迎。

他们希望通过自闭症特教老师走进
普通校园宣讲，传递“不注视、不歧
视，爱与我们同在”的理念，让更多人
支持和关注自闭症儿童的康复。

自闭症，学术界称为“自闭症谱
系障碍”，是一组神经发育性障碍。
主要特征是社会交往能力和语言沟
通能力有障碍，有重复刻板的行为、
兴趣和活动模式，其核心障碍是社交
障碍。20多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数
据显示，全球自闭症患病率为68∶1。

在自闭症还没有被国内熟知之
时，这个概率降临到方静的家庭。

当方静的儿子石头还只有3岁3
个月大时，幼儿园老师就发现了他的

“与众不同”。但当时，国内关于自闭
症的资料很少，很长时间夫妻俩都认
为儿子可能只是性格孤僻。但石头
被确诊为自闭症后，情况不断恶化让
他们认识到自闭症对儿子的戕害，石
头将来有可能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方静决定不放弃，要用自己的努
力去完成一个非常母亲的使命。因
为自闭症，让她认识到了爱的深刻所
在。但在石头小时候，关于自闭儿干
预训练的资料很少，一些医生只能诊
断而不会训练，他们能获得的帮助很
少，只能靠自己去摸索。

无数次的眼泪与心酸，无数次的
重复与坚持，石头发生了可喜的改
变。曾经以为儿子小学都上不了，但
是石头从小学毕业，中学毕业，一直
到2015年11月21日，石头还获得了
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学位。目前，石
头正在香港浸会大学读博士学位。

与自闭症抗争，延续成了方静的
事业。她在青岛创办了“以琳自闭症
学校”。如今，该校成为国内最大的
自闭症儿童康复培训和研究机构，在
国内外自闭症康复领域享有盛誉。

方静对像她一样蜷缩在社会角
落里自闭症家庭所遭受的痛楚感同
身受。她决定投身于自闭症的抗争，
并将之作为自己奋斗的事业。1998
年3月29日，她和丈夫开放家庭，让
他们所认识的10多个自闭症家庭每
周六来他们家相聚，相互交流孩子的
情况和训练孩子的经验。2000 年
10月6日，青岛以琳自闭儿训练部正
式开始工作。3名教师、4个孩子，一
间民宅。此后，陆续有更多的孩子来
到这间民宅。

刚开始，邻居们不理解什么是自
闭症，更不能接受自闭症儿童的闹；
甚至一些邻居认为自闭症的孩子及
家长，不是什么好人，是遭报应了。

邻居们甚至要求他们离开小区，为了
赶走以琳的孩子，邻居们开始砸门、
泼水，骂孩子，骂方静。道歉，成了方
静做得最多的事情。

经过以琳的抢救性康复和抢救
性教育，很多孩子取得了进步，会叫
妈妈了、能自理了，有的孩子甚至跟
正常孩子没有太大差别。看着孩子
们的进步，不少愁云密布的家庭又重
新燃起了对孩子、对未来的希望。

虽然路途坎坷，但还是一步步坚
持了下来，以琳逐渐发展壮大。借助
网络的力量，以琳网会员遍布全球，
是国内自闭症领域影响最大的一个
网站，他们还建立了以琳QQ群、以琳
公众号等。经过十多年实践与研究，
以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行
之有效的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理论
和教学体系——“以琳模式”。经过

“以琳模式”康复训练的儿童，升入正
常幼儿园和学校的比率超过20%。

与自闭症抗争，方静不敢稍停。
20余年来，她认识到这些“星星的孩
子”得到同龄人理解和尊重意味什
么。方静相信，只有了解，才有理
解。只有理解，才能换来尊重，也只
有做到这些，同龄人乃至社会上更多
的人才能关爱“星星的孩子”。

星光照亮扶贫路
——追记湖北十堰市扶贫办副主任黄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王雪峰

孔祥卫（右一）多年来一直帮扶残疾人。 （资料图片）

方静在青岛金门路小学为孩
子们演讲。 王轶辰摄

阳春三月，湖北十堰市茅箭区茅
塔乡大坪村村民余世友的10亩花卉
基地内，各色花卉盆景长势喜人，大
片月季含苞待放。可是，余世友再也
等不到和“老朋友”黄星一起分享脱
贫的喜悦。“黄大哥说，月季花盛开的
时候，他一定过来看看的。”提到这位
恩人，余世友的眼眶湿润了。

黄星，十堰市扶贫办党组成员、
副主任，2018 年 2 月 28 日突发心肌
梗塞因公殉职，46 岁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扶贫路上。

生命中的最后59天

2月27日，黄星辞世前一天。他
一早就到了单位，加班到晚上 11 点
钟时，黄星突感身体不适，同事马上
陪他来到医院。医生诊断为突发心
肌梗塞，经10余小时全力抢救，最终
无力回天。

2月28日中午，他的心脏停止了
跳动。

在黄星生前的十堰市扶贫办
4128 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张十堰精
准脱贫示意图。这是黄星生前绘制
的，图上标注：2017 年，全市脱贫
14.97 万人；2018 年，脱贫 14.5 万人
……

“脱贫攻坚战怎么打？措施如何
落地？质效如何提升？我们经常一
起探讨、一起谋划，彼此推心置腹、畅
所欲言。”回忆起从元月 1 日到黄星
倒下最后 59 天，十堰市扶贫办主任
彭文军声音低沉地说：“他是累倒
的！”

彭文军记得，因工作能力突出，
元月1日，黄星被临时抽调到国家交
叉考核队奔赴陕西榆林，整整 23 天
奔走在陕北大地上。在陕北，黄星白
天在冰天雪地中进村入户走访调研，
晚上整理汇总考核情况，每天都工作
到深夜一两点钟。

十堰市扶贫办综合科科长徐洪
波记得，回到十堰后，黄星来不及休
整，又马不停蹄投入工作，为迎接国
家精准扶贫成效考核、国家第三方评
估等考核验收准备相关材料。“阴历
大年三十，他一点一点指导我草拟全
市脱贫攻坚三大战役文稿；正月初
二，他要求我把文稿传给他再看看；
正月初五，他又开始加班，考虑丹江
口市、郧阳、茅箭、张湾 4 市区 2018
年全面摘掉贫困帽之策，拟定调研方
案。”

黄星常劝我们要爱惜身体，可他

自己却拼命工作。徐洪波说，黄星被
送到医院急诊室后，还在和医生商
量，“能不能开点药回家”，不料10多
分钟后，他就倒在病床上，再也没有
醒来。

十堰市扶贫办社会扶贫科科长
张美蓉记得，2月26日，黄星辞世前
两天，他早早来到办公室。“我见他面
色不好，问他是不是太累了，他和往
常一样笑笑说‘没啥，就是睡得晚了
点’。忙碌一天后，当天下午5点多，
他又赶赴丹江口市参与扶贫调研，第
二天凌晨返回十堰。”

“他太累了。他走得太早，走得
太突然。在此之前，单位很多同事都
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张美蓉在黄
星遗体告别会上失声痛哭，自责对这
位共事12年的好领导、好朋友、好战
友关心不够。

很少人知道，黄星心脏疾患由来
已久。2015 年他悄悄做了造影手
术。去世前几天，他咳嗽不止，拉开
他办公室的抽屉，还有没吃完的药。

当尖兵不做逃兵

黄星参加工作25年，有22年在
扶贫办，他是十堰扶贫系统的老兵，
也是尖兵。

彭文军介绍，作为业务型干部，
黄星多次被抽调到国家扶贫办和省
扶贫办参加专项工作，参与起草了国
家《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规划（2011年—2020年）》、全省《关
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
等重要文件。

作为业务骨干，黄星长期负责精
准扶贫各项考核工作，从2014年起，
在全省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扶贫
工作责任制考核中，十堰是唯一被连
续4年评为优秀的城市。

黄星的家距办公室不到200米，
可他每天上下班都提个电脑包。外
人不解，彭文军知道：“一个规划两三
万字，普通文件也有一两千字，黄星
白天在办公室要处理日常事务，专业
文件大多带回家熬夜静心撰写。”

“有一次，我和黄主任一起加班
到晚上9点关灯回家，楼道保洁员见
到笑着说‘黄主任今天可是下了个早
班’。”十堰市扶贫办老促会办公室主
任王锋回忆，黄星曾开玩笑说他都练
成“轻功”了——每次加班回家晚，怕
影响到母亲和女儿，他总是小心翼
翼，轻手轻脚进门，有时干脆脱掉鞋
子拎在手上……

黄星话语不多，在单位他说得最
多的话是“我帮你”。

坐黄星对面的徐洪波记得，一份
他写了3天、数易其稿的文件无法过
关，是黄星默默地帮他修改完成，“从
下午6点下班后开始改，一直改到深
夜 12 点，几乎从头到尾重新写了一
遍，让人既感动又佩服”。

2015 年，十堰市扶贫办从外单
位调来两名科长。新人初来业务不
熟，黄星不厌其烦地教。“有一次起草
全市产业扶贫实施意见，黄主任让我

改了 3 次都没过关。”扶贫科科长刘
进说，最后黄星把他叫到身边，一边
主笔，一边给他讲解。

“黄主任指导我们填写精准扶贫
手册，既耐心又细致，他是我们工作
上的榜样。他曾说，搞扶贫要有铁打
的身体才行。”茅箭区扶贫办女干部
莫丽琴落泪追忆。

顾不上家人，顾不得自己，黄星
心心念念的是精准脱贫。这位默默
奉献的岗位尖兵，去年 11 月份升任
十堰市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却
仍挤在 3 人一间的狭小办公室里。
黄星曾有多次机会调到省里工作，或
者是市直其他部门，但都被他谢绝
了。他说：“脱贫攻坚关键时刻，我不
能当逃兵。”

心血浇灌脱贫之花

3月2日，是黄星遗体告别的日
子。这一天，黄星生前包户帮扶的贫
困户余世友、王德梅、刘天娥等村民，
早早从茅箭区茅塔乡大坪村赶到市
城区，含泪送黄星最后一程。

“想着春暖花开了，请黄星大哥
到我的花卉基地看一看，没想到黄大
哥就这样走了。”38岁的余世友念念
不忘。2017 年夏天，黄星冒着酷暑
来到他家走访，拉家常谈发展，鼓励
他种植花卉，并帮他申请了 10 万元
无息贷款。去年，余世友产业收入7
万多元成功脱贫。他说，自己要勤劳
工作，用每一枝芳菲，祭奠帮助自己
的黄大哥。

贫困户刘天娥的新家坐落在溪
水旁，精致的两居室干净整洁。厨房
角落有一桶油还未开封。这是黄星
送她的，准备等他来了，给他做菜
吃。“听说黄主任去世，我一夜没合
眼。”2015 年，刘天娥的丈夫因病去
世，她既要养育孩子，还要偿还丈夫
的医疗欠账 10 余万元，原本贫穷的
家庭雪上加霜。正当她一筹莫展时，
黄星主动找上门，与她结成帮扶对
子，帮她找合适的事做、按相关政策
改善她家的住房条件。

“结穷亲、帮穷户、拔穷根”，是十
堰市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项

重要举措。黄星作为市扶贫办骨干，
在定点联系大坪村的基础上，“结亲”
帮扶刘天娥、杨成荣、余世友、王德梅
等建档立卡贫困户。

大坪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刘清龙
忘不了黄星到村里常说的一句话
——“再忙也不能忘记贫困户”。刘
清龙回忆，今年 1 月下旬，十堰连下
大雪，村里的大棚蔬菜受灾严重，刚
刚从陕西回到十堰的黄星当天就赶
到村里，查看灾情，商量补救措施。

“黄主任包联的 4 个贫困户，每
个月他都要抽时间去看看他们。”在
刘清龙等村民的眼里，黄星就像村里
的亲戚，有什么话都愿意和他聊，“他
总是鼓励我们树立信心，帮我们出发
展主意、想脱贫办法。他离开我们，
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他把田间地头、贫困户家中当
成办公场所，经常深入实地了解情
况、研究问题，帮村里谋划项目、发展
产业。”刘清龙说，通过近 3 年的努
力，全村人均纯收入提升40%以上，
今年年底将摘掉贫困的帽子。

“不忘初心志未酬秦巴黄土埋忠
魂，牢记使命誓言在河汉星光照来
人！”

“逝去的是生命，不朽的是精神，
最好的纪念是继续前行。”

“愿天堂没有贫困，愿辛劳的你
过得安宁。”

……
众多同事、网友纷纷留言，寄托

对这位“大写的人”的哀思。
黄星 15 岁的女儿哭成泪人，她

这样写道：“爸爸是一个对待工作兢
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待同事和蔼可
亲的人，对我和奶奶可谓无微不
至。他作为奶奶的儿子、我的父亲、
扶贫工作人员，都是非常称职的。
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这位即
将面临人生众多选择的女孩，在这
一刻，似乎读懂了爸爸在日记本上
写下的那一行字——“时刻牢记自
己是一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
员，以敬畏之心对待肩负的责任，以
进取之心对待从事的事业，以真诚
之心对待贫困群众”。

斯人已逝，星光不灭，风范长存。

元月初，黄星（中）在陕西省参加全国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考核入户走访活
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