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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烟海e家
客户端

当初我喜欢上《烟台日报》的文章时，并没
有想到这张报纸会引导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
路。如今回头总结我的写作人生时，不能不提

《烟台日报》副刊对我的指引和帮助。因为它
使得我退休以后走上了一条探索人生的创作
之路。《烟台日报》是烟台地方性的报纸，基本
上可以说是引领了整个烟台乃至胶东地区的
阅读方向，烟台这些年来文学创作氛围这样浓
厚，与《烟台日报》的引领作用是分不开的。

人生有许多相遇，始于偶然，终于必然。
四十年前，我刚调入二轻校任教，每日往返于
教室与办公室之间，案头堆满教案与学术论
文，生活像一卷规整的方格纸，严谨却单调。
直到某个午后，我在四眼桥市场的报摊上瞥见
一份《烟台日报》，副刊上的一篇写槐树花的文
章让我爱不释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
胶东的槐林，写花香“如月光倾泻，清冽中裹着

甜意”，写乡民“弯腰拾花的剪影，是岁月镌刻
的图腾”。那一刻，文字的力量如海潮般涌来，
冲散了学术框架的桎梏。我当即买下那份报
纸，反复研读，甚至将剪报夹入教案。一开始，
我只是喜欢阅读日报副刊上的文章，有时候会
在课前十分钟朗读给学生听，帮助学生提高文
学素养。彼时，我未曾想到，这份报纸会成为
我后半生的灯塔。2013 年 5 月 24 日，我在《烟
台日报》的副刊栏目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大海
的馈赠》，后来又连续发表了《野玫瑰》《父母的
爱》《社会是所大学校，职场就是大课堂》等文
章。最令我高兴的是《我的大学老师》发表在
那年教师节后的《烟台日报》副刊上，我的文学
梦在那一刻被唤醒了。我顿时来了写作的兴
致，一发不可收。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边教书育
人，一边为《烟台日报》写稿子。编辑部的老师
常与我通信，建议我“少些学术腔，多些烟火
气”。于是，我开始将目光投向市井：菜场里为
五分钱争执的渔妇、校门口修鞋匠的铜铃铛、
海边晨练老人哼唱的胶东小调……这些琐碎

日常，经文字淬炼，竟成了时代的注脚。
记得那一年暮春时节，我的父亲病重了，

我请假回家探望父亲，看见父亲憔悴的面容，
突然想起应该为他老人家写篇散文，于是就写
了《父亲的照片》。探亲回来以后，我将稿子投
到《烟台日报》副刊的邮箱里，在父亲节期间见
报了。我欣喜不已，将报纸寄回了家里，父母
亲都很感动。父母亲都为我的文章能发表在
日报上而高兴，鼓励我好好学习报纸上的文
章，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烟台日报》的副刊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学
院的高墙与市井的烟火。我的学生偶然读到
我发表在《烟台日报》上的文章，惊讶道：“原来
您不只是会讲借贷记账法！”我笑答：“会计学
不仅仅在书本里，也在菜市场的讨价还价里，
在市民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我正式退休、告别讲台那一年，丈夫为我
订阅了全年的《烟台日报》，并买了一个报夹
子，在报夹子上写了毛笔字“以笔为舟，再渡
山海。”丈夫送给我的这份退休礼物，恰似命
运的伏笔，开启了我以写作为主题的退休后人

生路。
退休生活伊始，我像闯进了一片茂密的原

始森林，看到了写作天地里的美丽人生。通过
写作结识了《烟台日报》的文友，生活的圈子从
教书育人拓展到了写作成长。那一阶段，我一
边读书读报，一边提笔书写，为《烟台日报》的
副刊撰稿，先后写了《七朵美丽的玫瑰花》《倾
听父母的唠叨是一种孝顺》《儿子孝顺不如儿
媳孝顺》等一批赞美新生活的故事。透过这些
故事的采访和描写，让我看见退休生命的另一
种可能：褪去职业外壳，灵魂反而更贴近土地。

近日整理旧物，翻出泛黄的剪报本。1985
年的样报上，贴着我用红笔写的编辑部邮箱；
2001年我记录的水母网网址，那时候我可以阅
读电子报了，还是通过在报社工作的朋友知道
的。四十年弹指一瞬，铅字与电子版共存，墨
香与流量交织，唯有对文字的虔诚从未更改。

去年某日路过校门口，那里已经变成紫郡
城小区，而当年的报亭早已变成了小区的快递
柜。四眼桥的书报摊也不见了踪影，我驻足呆
立，不知如何是好。一位老者告诉我，文化路

农贸市场有个书报摊，我立即驱车前去，买了
自己喜欢的《烟台日报》。当我将新作《退休教
师的新追求》投进电子邮箱时，恍惚又见那个
攥着报纸的年轻女教师——她正穿过时光，与
今天的我相视而笑。

时光如梭，眨眼就是四十年，我初来烟台
的时候从未想到，我能够和《烟台日报》结下
不解之缘。目前，我除了在《烟台日报》和《烟
台晚报》上发表文章以外，还在《奔流》《草原》

《丑小鸭》《荷花淀》《时代报告》《五台山》《陕
西文学》《海河文学》《齐鲁晚报》《今晚报》《胶
东文学》等海内外各种媒体上发表散文和小
说，并且已经成长为省作协的会员。这和《烟
台日报》对我的培养和提携是离不开的。我再
一次感谢《烟台日报》《烟台晚报》的各位编辑
和老师。

蓦然回首，我就像是一个愣头小伙子，而
《烟台日报》像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她一路微
笑着，嘴里喊着“加油”，吸引和鼓励我走上了
文学的道路。我不由得感叹：一纸墨香叩开了
文学之门啊！

一纸墨香叩开文学之门
张凤英

5月16日，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
残先进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表彰了
200名“全国自强模范”、200个“全国残疾
人工作先进集体”和60名“全国残疾人工
作先进个人”。

此次表彰大会上，福山区回里镇残联
专职委员王超获得“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15载一晃而逝，王超用自
己的热忱与爱心成为残疾人心中的“超
人”。

去北京领奖

“站在人民大会堂前时，我像做梦一
样，2010年参加专职委员招考的往事像
放电影一样，快速在我脑海中掠过。”王
超说。

2010年，王超正在山东职业学院读会
计电算化专业，因自己有肢体残疾，他原本
计划毕业后成为一名会计，报纸上的一则
消息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正面临毕
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报纸上得知烟台
正在招考残联专职委员，因为自己是残疾
人，我对残疾人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便抱
着帮助残疾人的心理参加了考试，没想到
考上了。”王超回忆道。

最开始，王超在福山区福新街道担任
残联专职委员，一干就是7年。后来，王超
调到回里街道，又过了8年。“这15年里，我
负责的残疾人超过1000名，他们每个人我
基本都见过，我的通讯录里全都是这些残
疾人的联系方式。”王超说。

专职委员需要为残疾人做什么？“办理
残疾人证，了解残疾人需求，为他们申请康
复辅助器具，帮残疾人找工作，为残疾人家
庭进行无障碍改造，进行困难残疾人家庭
救助，走访慰问残疾人，宣传惠残助残政
策。凡是与残疾人相关的工作，我都干。”
王超说起自己的工作如数家珍。

从一名需要帮助的残疾人到可以帮助
上千名残疾人的“超人”，从一名基层残疾
人工作者到身戴红花、站在金色大厅接受
表彰的先进典型，王超付出了很多，也得到
了很多。“我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去北京是为
了领奖，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鼓励，更是责
任。”王超说。

有事找王超

“我有什么事，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找
王超。”对于家住福山区回里镇张格堡村的
鞠峰来说，这个想法根深蒂固地长在心中，
为什么会如此？不外是信任。

2017年，王超刚调到回里镇，第一次进
行大规模走访时，便认识了鞠峰一家人。

“这家人很特殊，一家五口有四个人是残疾
人，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格外关注他们，慢慢
处成了朋友。”王超说。

鞠峰有肢体障碍、行动不便，他的妻子解
莉莉患有智力障碍、无法劳动，他的父亲鞠方
松有视力障碍，而母亲邹玉香患有肢体和视
力双重障碍，家里还有一名初中生。这个家
庭仅靠低保和鞠峰卖菜的微薄收入生活。“他
们生活确实困难，所以我会格外留意适用于
他们的助残惠残政策，第一时间帮他们申
请。”王超说。

2024年，王超主动联系鞠峰一家，为符
合政策的邹玉香进行家庭无障碍改造。“因
为邹玉香肢体不便，视力也不好，这次无
障碍改造为她安装了坐便椅、洗澡椅还有
语音闪光门铃，这样方便她的日常生活。”
王超说。由于解莉莉无法参与劳动，王超
便介绍她参加社区如康家园，通过简单的

手工劳动获得一些收入。对于鞠
峰家正在上学的孩子，王超同样
放心不下。“每年我都会联系一些
爱心企业，上门为孩子捐赠助学
金，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王超

说。
正因为王超的

真心付出，鞠峰才

对他格外信任。“他平均一个月就会来一
次，每次来都问我们的需求，我知道他是
真心帮我们，我真的很感谢他。”鞠峰动情
地说。

鞠峰一家就像一面镜子，照射出王超
对残疾人设身处地以及周到细心的照顾。
几年来，王超已经对辖区90余户困难重度
残疾人住所实施了无障碍改造，办理残疾
人证500余人次，适配轮椅、拐杖和洗浴坐
便等各类辅具500余件，参与各类助残扶
残志愿活动20余次，累计筹集善款4万余
元，举办残疾人技能培训60余场次，先后
为20余名残疾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这次我们是第一

2018年山东省第二届残疾人专职委员
知识竞赛团体第二；2023年第七届全国残
联专职委员知识竞赛笔试全国第一；2024
年第八届全国残联专职委员知识竞赛带领
山东队第一次获得团体第一。这些辉煌的
战绩为王超的“超人”身份再添一份佐证。

“一年一届的残疾人专职委员知识竞
赛在残联系统里是一场比较重大的赛事，
竞赛的内容都是与残疾人相关的业务、法
律知识等。一直以来，山东队都很想冲刺
第一，还好，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这次，我
们是第一。”王超笑着说。

怎样在激烈的全国比赛中夺冠？王超
拿出了他的秘籍——《山东省残疾人专职
干事（委员）竞赛资料汇编》。有了秘籍，还
需要刻苦地训练。

“业务知识其实都是日常积累的，这得
益于我们都是最基层接触残疾人的专职委
员。比赛前我们开展了集训，加之2023年
我作为选手参赛，熟悉比赛流程，所以我与
其他两位去年参赛的队员一起探讨，将比
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一列出，再各
个击破。”王超说。

2024年，王超作为教练带领选手参加比
赛。集训的那段时间，他每天自己出题，帮选
手训练抢答手速，优化比赛流程，忙碌又充
实，但付出总有收获。“比赛当天，我们发现考
的题基本全复习到了，又因为特别训练了抢
答手速，我们在抢答环节发挥得也特别好。
既有速度，又保证了正确率，我们最终得到了
冠军。”现在想来，王超仍然心潮澎湃。

从自我“充电”到带队获得荣誉，王超
不断超越自我，勇于追梦，那本翻旧的《竞
赛资料汇编》以及密密麻麻的重点笔记，是
他自强不息、敢于奋斗的最好注脚。

先进个人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荣誉，
它就像一座灯塔，照亮残疾人的内心，指引
着残疾人一往无前地前行，告诉每一名残
疾人，无畏风雨，穿过荆棘，终会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照耀彼此。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李成修 崔方荣 摄影报道）跨
越4000公里，云上边城聂拉木与滨海
之城烟台再次深情“牵手”，续写对口支
援的动人篇章。近日，一场充满温情与
希望的爱心救助行动在西藏聂拉木县
温暖上演。烟台第九批援藏医疗队、烟
台毓璜顶医院总务科郑烟生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跨越地域的大爱精神。

事情要从今年3月底的一封提示
函说起。据郑烟生介绍，当时，聂拉木
县纪检委下发了一篇关于救助藏族失
聪青年洛桑益西的工作提示函。“我了
解到居住在聂拉木镇宗塔村的洛桑益
西双耳失聪，因未佩戴助听器，他不得
不早早放弃学业。长期无法与人正常
交流，让他逐渐变得自卑、内向，身心
健康和未来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为寻求治疗希望，洛桑益西前往国
内某大医院就诊，医生告知他需要进行
人工耳蜗及开颅手术，高达30余万元
的费用让他的家庭陷入了绝望。尽管
洛桑益西的家庭并非困难户、监测户，
但也无力承担这笔巨额费用。聂拉木
县卫健委及县相关部门没有放弃，他们
积极与医院不断沟通协调。经过不懈
努力，医院最终同意大幅降低手术费
用。然而，即便如此，洛桑益西的家庭
仍面临着约2万元的资金缺口。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郑烟生伸出
了援手。他先后三次前往洛桑益西家
中，深入了解其病情和实际困难。面
对即将临近的手术日期，每一分每一
秒都显得无比珍贵，郑烟生心急如
焚。他深知，这笔钱对于洛桑益西来说，是重获“新声”的希望，
是改变命运的关键。于是，他毅然决定向洛桑益西捐赠两万元
人民币，以缓解其家庭的燃眉之急，让手术能够早日进行。

5月6日，在聂拉木县人民医院院长次达次仁的带领下，郑烟
生带着满满的关爱和两万元现金，来到了洛桑益西的家中。洛桑
益西的家人接过这饱含深情的救助金时，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
花，他们紧紧握住郑烟生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语。洛桑益
西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感激，但他通过文字表示，在手术
康复后，愿意尽快融入社会，用自己的努力回馈社会。

此次烟台援藏医疗队的爱心救助行动，不仅为洛桑益西
带来了重获“新声”的希望，更传递了烟台与聂拉木之间深厚
的情谊。郑烟生的善举让人们看到了跨越地域的大爱无疆，
也见证了援藏工作在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相信在烟台援藏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聂拉木县的
明天将会更加美好，也希望更多像洛桑益西这样的患者能迎
来生命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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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王超真心实意为残疾人办实事

残疾人心中的“超人”
YMG全媒体记者 王瑶 摄影报道

王超去北京领奖王超去北京领奖。。

郑烟生（左一）与聂拉木县人民医院院长次达次仁
（右一）在洛桑益西（左二）家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