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综合 2023年9月18日 星期一主编 韩亚聪 责编 王 恒
校对 宛 玲 制作 刘晓禹2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高亚菲 发自北京 9月
15日，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靳军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今年中秋国庆共8天假期，也是中国民航完成暑运
航空运输保障后第一个连休长假，从前期机票预售情
况看，预计将有2100万余名旅客假期乘机出行。

靳军号介绍，今年以来，民航局组织安全有序恢
复航空运输市场，从目前的总体情况看，行业综合保
障能力不断提升，为后续中秋、国庆旅客出行做好了
运行保障准备。

靳军号表示，在假期，针对2100万旅客出行预
计保障航班13.7万班，日均超过1.7万班。其中，日
均保障国内客运航班1.4万班、运输国内旅客196万
人次，分别比2019年国庆假期增长18%、17%。

靳军号表示，国内市场方面，民航局鼓励航空公
司假期在热门航线上以加班、更换大机型等方式加
大运力投入，支持航空公司积极拓展三、四线航空市
场，以此满足广大旅客假期较为集中的出行需求。
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每周实际执行的国际客运航班
量已经恢复到2019年的52%，客运航班通航国家
数已恢复至疫情前的近90%。

此外，民航局在假期对旅客集中出行的需求、航
班运行的整体状况实施动态监控、动态跟踪。同时，
针对各航空公司提出的临时航班申请，将及时予以
批复，为保障假期运力安排充足提供有力保障。

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将有
2100万名旅客乘机出行

□ 新华社记者

他们身体残缺，却用自立自强诠释生活意
义，用顽强毅力奏响人生乐章。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
特别是近5年来，我国充分保障残疾人基本民
生，大力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促进残疾人全面
发展。

中国残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位代表将肩负约8500
万残疾人的重托齐聚北京，共谋发展蓝图。新
征程上，广大残疾人正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兜底保障：“以后的日子有保障了”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河沙镇小堤村的一家

乡村超市里，老板王增亮正坐在轮椅上低头检
查账目。

王增亮从小身患小儿麻痹症，生活一度比
较艰难。2017年9月，他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邯山区扶贫干部的帮助下，他申请了
各项补贴，还入股了村里的蔬菜种植合作社、开
办了乡村超市。“以后的日子有保障了。”说起生
活的变化，王增亮笑容洋溢在脸上。

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国700多万建档立卡
贫困残疾人和王增亮一样，在党和政府的帮助
支持下脱贫奔小康。

来自重庆的靳先生是一位残疾人，已在广
东珠海生活多年，但户口仍在老家。根据以往
规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需返回户籍地提交申请。

为解决残疾人异地申领补贴“多地跑”“折
返跑”等问题，2021年4月，残疾人两项补贴资
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2021年9月，靳先生的妻子在珠海民政部门仅

用了10多分钟就为丈夫完成了申请。
2022年5月，在保留线下申请窗口的基础

上，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由“跨省通
办”升级为“全程网办”服务，实现申领补贴“一
次都不跑”和“不见面审核”。

如今，残疾人民生兜底保障网更加健全完
善。截至2023年6月底，我国残疾人两项补贴
制度已分别惠及困难残疾人1161.3万人、重度
残疾人1543.4万人，并建立补贴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截至2022年底，我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的残疾人数达2761.7万，1209.3万残
疾人领取养老金。

关爱服务：“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这个开学季，清华园里走进了一位“特殊”

的新同学。
他叫赵子康，幼年时被确诊为先天性脑瘫，

肢体残疾无法正常行走。但这没有击垮赵子康
的意志，求学路上，他顽强拼搏，最终以697分
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录取。

“我希望用所学知识探索这个美好的世界，
在清华园体验更加丰富多元的人生。”说起大学
生活，赵子康满怀期待。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高考便利措施和
单考单招政策。截至目前，已经有9万名残疾
学生走进大学校园。与此同时，我国残疾儿童
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95%，特殊教育普及
水平和保障条件也得到提升。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山口镇高坡村村民李
梅，“从来不敢想有一天自己的脚能好起来”。
7岁时，因患脊髓灰质炎，李梅右下肢残疾，但
因为家里贫困一直没有得到好的治疗。

后来，北海市合浦县残联工作人员找到李
梅，告诉她可以为她手术并提供康复服务。产

生的费用经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部分还可获
得每年最高6000元补贴。

如今，李梅的脚得到矫正，腿部肌力也有所
提升，“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近年来，我国以农村低收入残疾人为重
点，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残
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85%以上，
1218 万人次残疾人得到辅助器具适配服
务。同时，我国不断加强和改进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服务，114.6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
救助。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有力
举措，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

长沙市民徐经卓曾在一场意外中受伤，从
此只能借助轮椅生活。

过去，他的生活有很多不便：厨房灶台太
高，坐在轮椅上炒菜够不着；缺少辅助工具，洗
浴如厕很不方便……如今，得益于政府的家庭
无障碍改造计划，曾经困扰徐经卓的问题都解
决了。

各级残联为100多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
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开通残疾人网上购买铁路
专座专票……小小细节温暖人心，我国多举措
并举帮助残疾人更加充分享受社会发展成果。

今年9月1日，新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无障碍环境建设专
门性法律，为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共建共享：“只要踏实肯干，我们
残疾人也处处有舞台”

过了一年多，人们依然难忘北京冬残奥会
开幕式上的这一幕——

中国首位依靠双腿义肢登上珠穆朗玛峰的

登山者夏伯渝，在舞台上再现了自己登山的情
景：他将手杖化作翅膀，鼓舞双臂残疾的小朋友
为心中梦想展翅翱翔。

5年来，逐梦路上定格下许多残疾人拼搏
的身姿。

“太白诗云蜀道难，不过区区几重山”。陕
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大河塔镇重度脑瘫患者胡少
杰，心怀诗词梦，在网上学习诗词格律。自
2018年至今，大部分身体无法动弹的胡少杰，
仅凭双脚敲击键盘，写下近千篇诗词。

舞台上，视力障碍的残疾人乐队不靠“谱”
依然魅力无限；书案前，用脚握笔的书画家浓笔
淡墨，挥洒自如；镜头前，行动不便的年轻主播
用心推介家乡特产，逐梦“云端”。

人生因梦想而绚丽，因奋斗而精彩。如今，
越来越多残疾人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舞台。

成都大运会举办期间，大运会特许商品衍
纸画广受欢迎。然而，少有人知的是，这些作品
的制作者都是成都市温江区的残疾人，王林江
正是其中之一。“做衍纸画让我真切感受到，只
要踏实肯干，我们残疾人也处处有舞台。”

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促进
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
引发广泛关注。行动方案要求2022年至2024
年共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人。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出助力残疾人就业新
举措。截至2022年底，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
业人数超过900万。仅2022年就实现新增城
乡残疾人就业59.2万人，完成三年行动方案目
标的一半以上。

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筑梦未来，奋斗不止。
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广大残疾兄弟姐妹

于逆境中追求进步、在残缺里创造幸福，在新征
程广阔舞台上，不断迸发生命的光彩。

不同的人生 同样的精彩
——写在中国残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

（上接1版）自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铜川市以解
决农民生产生活瓶颈为突破口，先后实施了“平
整土地、旱原节水灌溉、移民搬迁、建校兴教、道
路建设、低压整改、退耕还林、山川秀美”八大提
升工程，和众多乡村一样，马咀村基础设施得到
明显改善，一下子从“烂杆村”到“水泥村”、“生态
村”再到“旅游度假村”，实现四级转变，一个“生
态马咀、幸福马咀、富裕马咀”跃然眼前。

“我们以前很穷，住在山沟两边，土地为块
块地、溜溜地，现在通过移民搬迁搬到了这里，
在政府的帮助支持下，我们村2010年开始建立
樱桃大棚，还种了西红柿、草莓等设施农业。”
42岁的村民高晓娟深有感触地告诉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许多姐妹和自己一样能够在马
咀村游客服务中心上班。“如今村上还成立了马
咀生鲜和电商平台，我们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
高，日子越来越好了。”

走进马咀村，绿树成荫，鲜花簇拥，几位老
人闲坐在凉亭之下，一脸的祥和，一座座民居整
齐划一又风格迥异，平阔的草坪上散落着枯黄
的法国梧桐叶，还有远处的风车造型和一尊尊
雕塑，宁静祥和，使人仿佛置身于欧洲风情小
镇。马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云南介
绍，村子近年来主要以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的
休闲度假目的地为主，先后建成马咀沃特轮胎
智能儿童乐园、马咀箱涂国际艺术街区、卡丁
车、射击馆、8D影院等游乐设施，开创了时尚健
康、快乐悠闲、文化饱满的欧式乡村体验旅游模
式，形成了以休闲农业、亲子体验、婚礼拍摄、涂

鸦文化为一体的AAA级景区。顺着手指的方
向，是桥畔葡萄酒汉唐酒庄项目，“该项目主要
是以葡萄酒品鉴为主线的旅游新业态发展，目
前已有82间高标准集装箱民宿投入使用，可同
时满足160人的住宿需求，累计带动60人稳定
就业，人均月收入4200元以上。”

绿色、无公害果蔬种植、加工、储藏、配送一
条龙的冷链物流体系，累计带动300人稳定就
业，人均月收入3000元以上，年产值1900万元
左右……如今的马咀村，不仅有兴旺的产业、宜
居的生态这样的“硬实力”，更有和睦的家庭、和
谐的邻里这样的乡风文明“软实力”。“软实力”
的提升，离不开当地妇联积极推进的“庭院+乡
风文明”模式。

“都说妇女是‘半边天’，在小家里，妇女带
头搞好家居卫生，不仅让家居环境舒适，还能促
进家庭成员保持愉悦的心情，促进生活健康，激
发人人爱卫生，人人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每一
个小家的和美幸福，才是和美乡村的真正体
现。”铜川市耀州区妇联主席魏亚宁告诉记者，
为了助力乡村振兴，各级妇联找准定位、积极谋
划，深入开展“五美庭院”示范创建活动，积极培
育打造“五美庭院+”工程，形成了紧扣“美”字
打基础、围绕“家”字做文章、发挥“联”字优势、
打造“妇”字亮品牌的工作格局，发挥“半边天”
在和美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注重家庭文明
建设，真正让乡风文明这一“软实力”硬起来。

人头攒动，游客络绎，忙碌工作中的高晓娟
耐心回答着游客的一个个问题，问及下一步打

算，高晓娟笑着告诉记者，“我们这里的设施农业
已经小有名气了，樱桃熟了之后，周围的很多人
都会开车前来采摘，大棚内种植的草莓、西红柿
也很新鲜，深受大家的喜爱，准备多承包几座樱
桃大棚，我相信自己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 记者手记 /

“双向守护”见证和谐共生
□ 党柏峰

一夜秋雨，天色空蒙，青山远黛，云雾缭
绕。循着虫鸣鸟叫放眼望去，山清水秀、稻黄花
艳，秦岭深处一处山村美景渐次展开。

远处，一只朱鹮低空掠过稻田，不疾不徐，
倏然，它浅灰色的翅膀一振，直冲云霄，很快便
隐入山林，不知归处。近处，一处处稻田满是金
黄，沉甸甸的稻谷弯下了腰，一股新米的清香沁
鼻而来，几位村民散落在田间，各有分工，躬身
而作，以辛劳的姿态定格着一副精美的秋收
图。这就是陕西石泉县城关镇丝银坝村草池湾
的清晨。

源于一夜雨水，稻谷只能踩水收割，坝埂上
凌乱地摆放着村民们的雨鞋和黄胶鞋。

左手一拢，右手一割，双手一搁，一捆成熟
的稻谷就摆放身旁，等待后边的人开始另一番
工序。几名男子俯身抱起摆放整齐的稻谷，踩
踏着肥沃的黑泥，蹒跚着走到一个由竹席和一

平方米见方的木匣子组成的半包围状简易“打
谷”器面前，高高举起，重重摔下，一粒粒新稻谷
飞溅着，不一会儿就是满满一箱稻谷，再装入袋
子放到埂坝上。

“大嫂，您今年多大了？”记者轻唤一位农
妇。

“68 了。”放下一搂稻谷，她慢慢直起腰，
被汗水打湿的头发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满脸
堆笑。

“我年龄大了，儿女都不在身边，干了一辈
子，习惯了，看着稻子熟了，就想和几个姐妹搭
伙一起割。”农妇一边娴熟地收割着，一边跟记
者唠着。“说实话，孩子们都给我钱，不让我辛
苦，可我闲不住就偷着干，两个人一天能收一
亩，150元两人分，多少无所谓。”说着，笑着，大
嫂慢慢向前挪着，身后是整齐的稻谷和埋在水
里的稻茬。

一位稍事休憩的汉子，赤着脚，满腿黑色泥
巴地站在荷塘边，面有喜色地仰望着远处。身
边两个汉子正在汗流浃背地装着刚打出来的新
稻谷，背上粘满了稻谷和碎叶子，另一位农夫端
起一簸箕沉甸甸的稻谷，一脸幸福。

又一只朱鹮滑翔而过，鸣叫几声，似是对这
丰收景象的赞叹。

“这几年我们农村变美了，朱鹮也安家落户
了。”68岁的周育武老人幸福地告诉记者，“我
们保护着朱鹮，朱鹮也保佑着我们。”

再次回望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村样
板，心生欢喜，更添了对劳动者辛劳的敬意。

（上接1版）
“我们会为不同需求的求助者提供多个受理家暴

类警情的平台，畅通维权渠道。”拉珍表示，居民遇到家
暴，既可以拨打东嘎街道派出所妇女儿童维权站维权
电话“6155110”求救，也可以到所在街道维权中心、妇
联投诉、求助，还可以向维权站写信维权。

针对家暴警情处理，东嘎街道派出所形成了完
整闭环式工作机制：110下派警单—派出所出警—
现场调解—下发家庭暴力告诫书—移交街道（社区、
村居）—反馈警情—纳入工作视线。

“110指挥中心在向派出所下派警单时，还会向
堆龙德庆区妇联等单位通报，一旦发现有家暴的情
况，派出所会立即把处理情况通报给当事人所在街
道、社区、村居和单位。”拉珍向记者讲述，如果遇到
调解不了的案件，派出所会联系街道、社区、村居和
单位，一起到派出所联合调解，最后再把处理结果反
馈给110指挥中心。

为了预防家庭暴力行为的激化升级，东嘎街道
派出所还会及时签发家庭暴力告诫书，自2018年1
月1日至2023年6月20日，东嘎街道派出所接到家
暴类警情共计309条，其中下发家庭暴力告诫书共
计232件，下发率达75.8%。

立足巾帼大宣讲 开展源头维权
拉珍从四川警察学院毕业后，心怀对公安事业

的热爱，在父母的支持下，扎根基层十余年。她常
说：“我的左肩扛的是公安的使命与担当，右肩扛的
是妇女代表的责任与光荣，我走到哪里，维权队伍就
在哪里！落脚点就在哪里！”

2022年年初，拉珍利用工作之余，考取了中国
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当年6月，在拉珍
的组织下，一支由12名女民辅警组建的“巾帼宣讲
团”成立了，她们走社区、进学校，开展与男女平等、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反家庭暴力相关的法律法条和
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讲座，借助“三八”妇女节、宪法
日、国家安全日，围绕“妇女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主
题，深入浅出地讲解维权案例和维权知识。

“巾帼宣讲团”成立至今，成员们围绕“百万妇女
儿童学法律，家庭校园平安促和谐”主题，开展普法
宣传70余次、心理健康讲座进校园52场，创建“零
家庭暴力小区”5个、关爱困难妇女家庭16户、开展
心理疏导137人次。

慢慢地，“巾帼宣讲团”成员的身影也出现在东
嘎街道派出所的心理咨询室，“社区警务室接到了家
庭纠纷的案子，有时直接给我们送来，由我们‘巾帼
宣讲团’来调解。我们通常会直奔主题，专注当下出
现的问题进行调解，接着和妇女们讨论未来该怎么
办，有时也会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她们一起走过
难关。”拉珍说。

创立“六联”机制 做好经常性维权工作
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巾帼宣讲团”的3名女

民辅警发挥女性优势，在抗疫一线成立了“临时妈妈
团”，在疫情隔离点，为单独隔离的孩子们送去了“临
时妈妈”的关爱、照料与陪伴。

“我们始终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让群
众满意在心中，希望能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妇女维
权工作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
事、服务不缺位’，进一步提升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拉珍介绍，东嘎街道派出所妇女儿童维权
站同堆龙德庆区妇联、公检法司、街道、社区、村组一
起，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创新出了信息联通、信访联
接、纠纷联调、应急联处、上下联动、宣传联抓的“六
联”工作机制，努力做好经常性维权工作。

为了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心理抚慰，东嘎
街道派出所、检察院、司法局联合妇联等部门共同打
造了“一站式”心理援助中心，对各类妇女儿童维权
案件中被害人的回访及心理援助工作进行了细化，
减少因多次回访、多次重复案发经过对被害人造成
二次伤害。

“我们区妇联和东嘎街道派出所联合起来，一同
开展妇女儿童维权宣传工作，联合调解家庭暴力和
家庭纠纷警情，摸清重点群体底数，建立台账，走访
和电话回访涉案的妇女儿童，对他们给予帮助。”拉
萨市堆龙德庆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推进“妇联＋
派出所”工作联动机制，是打通服务关爱妇女儿童

“最后一公里”的有力举措。
自派出所妇女儿童维权站成立以来，共受理妇

女儿童求助180余起，提供法律咨询330余次。
“派出所妇女儿童维权工作任重道远。”拉珍表

示，接下来，东嘎街道派出所妇女儿童维权站将继续
深入推进妇女儿童维权工作联动机制，架起政府联
系妇女儿童群众的“连心桥”，撑起维权的“保护伞”，
当好和谐社会的“稳定器”，为维护辖区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贡献更多的巾帼智慧与公安力量。

维护高原妇儿权益
快速坚决真诚暖心

（上接1版）

春雨绵绵般的润泽：
“维护残疾人尊严、保障残疾人

权利、增进残疾人福祉”

时隔三十多年，福建省闽清县残联副理事
长黄道亮回忆起习校长对他的关爱，仍是激动
不已。

黄道亮年幼时在一次事故中失去双臂，但
他重新振作起来，学会用脚写字，一路读完小
学、初中、高中。然而尽管连续两次高考分数都
达到大专线，却没有学校愿意录取他。

1990年，黄道亮第三次参加高考。担心孩
子愿望再次落空的父亲给闽江职业大学写了一
封信，讲述了自己孩子的求学故事。当时担任
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兼任闽江职业大学校
长。在他的关心协调下，黄道亮终于迈进校门，
成为福建省第一位无臂大学生。

“感谢学校当年录取了我，给了我无比珍贵
的大学生活，让我获得新的生命。”黄道亮说。

感谢，化作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大学
毕业后，黄道亮回到闽清县，成为一名残联工作
人员，奔走在一线，坚持入户为残疾人服务，多
方呼吁全社会关注、帮扶残疾人。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在习
近平总书记心中，残疾人应与健全人一样充分
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在同一片蓝天
下幸福生活。

无障碍环境建设，正是残疾人平等、充分、
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保障。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
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
众代表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会
上，杨淑亭作为残疾人创业者代表发言，提出了
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等建议。

杨淑亭至今清晰记得，自己发言时，习近平
总书记听得十分认真，不时在本上记录。“你提
到的无障碍设施建设问题，是一个国家和社会
文明的标志，我们要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
对杨淑亭说。

因为这次经历，杨淑亭对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关注更多了。她成了家乡的无障碍体验员，
为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维护提出自己的意见

建议。
2023年6月，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

制定的专门性法律——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经全
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主席令予以公布。

“这部法律字字句句都浸润着总书记和党
中央对残疾人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我相信，
随着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不断发展，会有更多人
摆脱身体残疾带来的束缚，更安全便捷地走出
家门，融入社会。”杨淑亭说。

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保障残疾
人权利的题中之义。

写完电影讲解稿的又一个段落，已经是半
夜12点多，杜诚诚这才收拾好桌面，为一天的
工作画下句号。

今年37岁的杜诚诚，是武汉市青山区的一
名“盲人电影专场”讲解员，也是一名重度肢残
人士。

“说”电影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部电影
的讲解词，往往要花上1到 3个月的时间准
备。不能久坐的杜诚诚常常趴在床上写作，累
了就换个姿势，但她乐此不疲。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市青山区
青和居社区考察时见到了杜诚诚。见到坐在轮椅
上的杜诚诚，总书记走上前俯下身，亲切地握住她
的手，夸奖她的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临走时，总书记还对我说了一句‘谢谢
你’，当时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杜诚诚说，“总
书记觉得我的工作有意义，是因为他深深懂得
残疾人的需求。”

“各项建设事业都要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其
中，不断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习近平总
书记一直这样强调。

践行总书记“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
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的号召，
更多善意爱心汇聚，为包括残疾儿童在内的特
殊困难儿童撑起一片蓝天；

落实总书记作出的“关心关爱精神障碍人
员”的指示，各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
动持续开展；

将总书记对中国残奥运动员“神勇”的夸赞

牢记在心，越来越多残疾人勇于突破、挑战自
我，充分享受运动带来的畅快……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
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大描
绘的中国式现代化幸福图景中，残疾人事业这
一笔，浓墨重彩。

春光明媚般的希望：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彩

人生”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熟练打开手机上的唱歌软件，河北唐山市截瘫
疗养院截瘫休养员姚翠芹又一次唱起这首自己
最爱的歌。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唐山考察
期间，专程来到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在疗养院的
阳光房里，伴着二胡乐曲，姚翠芹唱起了《唱支山
歌给党听》。一曲歌罢，总书记带头鼓掌。

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鼓
励：“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
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姚翠芹和其他截瘫休
养员们都铆足了劲把日子过精彩。

曾为总书记朗诵原创诗词的杨玉芳，自学
掌握了配钥匙技能，为附近社区居民带来便利，
空闲时坚持诗歌创作；也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
鼓励的李冬梅，重拾年轻时的竞技梦想，在河北
省残运会上勇夺3枚金牌……

只有残缺的身体，没有残缺的人生。
这是一个热烈又安静的课堂——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讲台

上，美容美发课教师王雅妮耐心地为同学们讲
解，学生不时举手提问。与一般的课堂不同的
是，师生间的交流，都是通过手语进行的。

成为一名教师是王雅妮从小的梦想，点亮
这一梦想的是数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同她的那次
会面。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
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住在这里的孩子。王
雅妮正是其中一个。

总书记鼓励王雅妮好好学习、学业有成。
小雅妮情不自禁伸出右手弯了弯大拇指，向总
书记“说”谢谢。总书记也伸出手作了同样的动
作，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

习爷爷的鼓励让王雅妮有了坚持学习的不
竭动力。如今，走上讲台的王雅妮，开始帮助更
多残疾孩子改变命运。“现在，‘好好学习、学业
有成’成了我对学生们‘说’得最多的话，习爷爷
当年的期许也成了我如今工作的追求。”

汇聚逐梦力量，激发奋进精神。
2022年4月8日，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令他印
象深刻的一句话：“正像一位视障运动员在赛场
上所说：‘我看不清世界，但我想让世界看到我。’”

在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的中国残奥越野滑
雪和冬季两项运动员王跃，内心无比激动。这
句话，正是王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的。

北京冬残奥会结束后，王跃经过简单休整，
又开始为新一轮比赛做准备：“我要用自己的勤
奋和努力，不断提高竞技水平，让世界看到新时
代中国残疾人的风采。”

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也是包括残疾
人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村民张
顺东、李国秀夫妻两个人只有一只手、两只脚。
但两人不等不靠不要，相互依偎着前行，甩掉了
贫困的帽子。

“我们虽然残疾了，但我们精神上不残，我
们还有脑还有手，去想去做。”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了张
顺东的这句话，为广大脱贫群众自立自强的信
心勇气点赞。

如今，这对脱贫路上的奋斗者成了乡村振
兴的“领头羊”。夫妻二人不仅种粮、养殖样样
干得风生水起，张顺东还成了村里的残疾人联
络员，奔走于各家各户，忙着为大伙儿谋富裕。

在张顺东和李国秀的家里，有一面写有“永
远跟党走”5个大字的红旗。这是没有双手的
李国秀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用脚绣的。

这一针一线，绣出的是这一对“手足夫妻”
向习近平总书记表达的真切心声，更代表了新
时代新征程上我国约8500万残疾人对更美好
生活的热切期盼。
（记者 朱基钗 高蕾 孙少龙 董博婷 尹思源）

习近平总书记关爱残疾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