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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学雷锋日前夕，上
海市残疾人辅具资源中心和上海市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志愿者们为全市所有导
盲犬提供免费接种疫苗和健康体检服务。
现在，全市共有 !"条导盲犬为盲人服

务，其中 #条正处于配对训练阶段。在接种
现场，盲人反映，导盲犬出行环境不断改
善，在火车、公交车和地铁内基本通行无
阻，大部分出租车司机也愿意接受扬招。不
过，从一些城市返回上海乘坐火车和飞机
时，往往并不顺利。盲人携导盲犬“出门容
易回沪难”的困境还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更
多措施，也希望得到市民更多的理解支持。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元宵节这天，嘉
定区残联多功能厅里堆满了鼓鼓囊囊的大
礼包，来参加“牵着你的手”嘉定区助残志
愿者庆元宵主题活动的盲人人手一份，高
兴得合不拢嘴：“今天过节，阿拉回去就煮
一碗甜甜蜜蜜的汤圆！”活动中，嘉定的残
疾人文艺志愿者服务队为盲人表演了用心
聆听的各种文艺节目，助盲志愿者服务队
代表宣读倡议书，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
志愿服务行列。
记者从活动中获悉，为进一步整合社

会资源，完善工作机制，扩大助残志愿者服
务覆盖面，建立长效机制，嘉定区文明办和
区残联联合成立嘉定区助残志愿者服务中
心，共同营造良好的扶残助残氛围。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学雷锋纪念日”
前夕，中山医院心内科 $位专家来到上海
公益新天地，为上海肢体残疾人义诊心血
管等慢性疾病，介绍慢性病防治和保健养
生知识。当天虽然最高气温只有 %!，仍有
百余位残疾人慕名而来。以往，他们因为经
济困难、行动不便等原因，难以在大医院请
名专家诊治，如今，名医深入社区送医上
门，令他们十分感动。

! ! ! !窗外暴雨如注，冷风穿堂，吹动刚挂上
去的一帧遗像，白炽灯照得墙壁显出惨白
色；屋内，智力残疾的母亲凝视窗外，一言不
发，对丈夫离世表现木然，似乎不知这一告
别已是永远。
昨天，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岁女生徐

晶晶的家中，没有一丝新春气氛。在肢残父亲
于除夕病逝后，这个瘦弱娇小的女生骤然成为
一家之主，与智残母亲和 %"岁的爷爷相依为
命。虽然已有好心人捐来 &()万元，镇残联和
村干部也安慰她会尽力相助，不过，压在肩头
的十几万元债务仍然让她备感沉重。

忆父亲 从不透露生活艰辛
诞生在父母双残的家庭，徐晶晶的生活

并不美满，不过，流泪追忆父亲，满满的都是
感恩。“母亲几乎很少和我们说话，我的心里
话都是对父亲说的。他一直鼓励我坚强，他自
己也是这样的人。为供我读书，父亲每天早上
六七时驾着残疾人车出门，做点修锅、配钥匙
的小活计，天黑才回来。他碰到残疾顾客还全

部免费，从来不对我透露生活的艰辛。”
徐晶晶回忆说，一直到去年父亲病重的

最后阶段，她才知道，为了筹措她的学费和自
己的医药费，父亲已欠下十几万元债务。然
而，去年她考上大学后，父亲还执意给女儿买
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近 !***元的手机。
如今，电脑和手机是徐家仅有的两件“奢侈
品”，也是女儿珍藏的关于父爱的记忆。
原本，全家靠每年累计几万元的低保和各

种补助收入尚可度日，但是，父亲近五年来病
痛不断，拖垮了身体，全家也陷入窘迫。
为补贴家用，从高一开始，徐晶晶就四处

打工。住校期间，她每月的生活费仅五六百
元，最近一次买衣服是去年在小店花 +*元买
的一件 ,恤衫。父亲弥留的最后九天，几乎
都由她陪伴。父亲走得并不放心，一再叮嘱
“这个家以后都要靠你了”。

知感恩 课余乐当志愿者
经常接触徐家的村干部和助残员说，虽

然日子过得苦，但徐家人从不主动向政府伸

手，对社会给予的温暖，一直很感恩。不善言
辞的徐晶晶和爷爷也特意告诉记者，正月初
五这天，一对不速之客让他们十分意外。
徐晶晶曾在兴家残疾人子女义务辅导学

校松江分校接受义务补课。这天上午，分校负
责人石凤英和志愿者唐晔上门探望，意外得
知徐父去世，唐晔不仅当场转交好心人捐赠
的 )***元，还专门去饭店买了 "个菜回来，
让一家人吃上一顿热饭。之后，唐晔又将从朋
友圈募来的 &万元善款汇给徐晶晶。徐晶晶
事后得知，那天是唐晔的生日，他将助人作为
送给自己的最好礼物。
徐晶晶说，一直以来她得到过许多人的

帮助，所以，从大一开学起，她就去医院当志
愿者。这几天晚上思念父亲夜不能寐的时候，
她还想着以后要回到兴家，为其他残疾人子
女义务补课。不过，正如石凤英和邻居们说
的，首要的，徐晶晶还是要先挺过眼前的难
关，凑齐接下来几年的学费，等毕业工作后还
清债务，让母亲和爷爷安享晚年。

本报记者 孙云

! ! ! !第 &$次全国爱耳日到来之
际，上海市第五次“爱耳日”公益
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上海
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上海城市
交响乐团的曹鹏等音乐家以及
上海市聋儿康复中心的听力残
疾儿童同台献艺。
记者在活动中获悉，噪声是

导致听力残疾的重要原因。近年
来，伴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
子产品的普及以及娱乐场所的
增多，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因
不当用耳发生噪声性听力损伤
的风险日益加大。国内外有关研
究表明，有 &)-.&/-的青少年
的听力健康受到娱乐性噪声的
影响。今年的全国“爱耳日”宣传
以“安全用耳，保护听力”为主
题，旨在唤起全社会对非职业性
噪声，特别是娱乐性噪声的重
视，促进社会公众树立听力保护
意识，养成安全用耳习惯。
本报记者 孙云 孙中钦

摄影报道

保护听力从减少娱乐性噪声做起

! ! ! !春节前，家住浦东浦兴路街道东陆路的
精神残疾人老程家里来了一群热心人———在
街道残联助残员张健勇带领下，居委干部们
一起来帮老程大扫除、贴春联，还给老程买来
了崭新的被套和枕套。晚上，张健勇又让母亲
烧了许多菜送到程家，让老程过个舒心的新
年。元宵节那天，张健勇又把老程接到居委会
一起过节，老程乐得眉开眼笑，对张建勇连声
道谢。

老程是东一居民区几十位残疾居民中的
一员，他们和老程一样，都是张健勇的好朋
友。不久前，同样是残疾人的张健勇得到浦兴
社区“浦兴好人”的提名奖，这是社区居民一
致推选的结果。若要问起张健勇在过去 &&年
中如何为残疾人服务的故事，大家总是争先
恐后地“报料”。

把孤残人当亲兄弟
老程以前因为交友不慎败光家底。他受

不了打击产生精神疾病，一度住进精神卫生
中心。住院期间，他父亲患病去世，当他病情
稳定可以出院时，继母和几个叔叔、舅舅都不

愿意接收他。老程成了孤残，生活该依靠谁？
从此以后，老程就成了东一居委会全体

居委干部的“儿子”，他的衣食住行全部由居
委干部负责照顾，而张健勇则责无旁贷地成了
第一责任人，把老程当成了自己的亲兄弟。

最初，张健勇给老程联系了一个小饭店
搭伙，可是小饭店不久就关门了。为了长久地
解决老程的吃饭问题，张健勇和居委书记与
浦兴敬老院联系，让他在敬老院搭伙，这样一
来，老程的一日三餐吃得更加满意了。平时，
张健勇还经常给老程送去自家老母亲烧的饭
菜。老程住在六楼，腿部有残疾的张健勇每次
爬上六楼都很吃力，但是他从没犹豫过。

有一次，老程的心脏病发作，住进新华医
院。住院期间，张健勇每天都安排居委干部轮
流从浦东赶到浦西去照顾他，带回来的换洗
内衣，张健勇都会帮他洗干净。三个月后，老
程康复出院，不料又精神病复发，再次住进医
院。张健勇和居委干部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
他。又过了几个月，老程终于康复了。出院的
前一天，张健勇来到老程家里，来了一个大扫
除，换上干净的床单被套，再找人修好了他家

的电视机。第二天，老程回来，看着干净整洁
的家，拉着张健勇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兄
弟！谢谢兄弟！”

垫钱送残疾人急救
独居在五莲路上的老郭，是一个隐性的

精神病患者。有一次他来到居委请居委干部
介绍工作，张健勇在交谈中发现他的异常，于
是，一方面不露声色地劝慰，一方面想方设法
找到了他的亲戚，说服他们带老郭去医院检
查。结果，老郭果然被确诊为精神病患者。张
健勇及时帮助他申领残疾证，让他享受到应
有的福利政策。

一天下午，眼看着还有 /分钟就要下班
了，居委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张健勇接起电
话，老郭的邻居着急地告诉他，老郭摔倒在楼
道内，半身不遂，不能言语。张健勇等人赶到
现场，赶紧联系老郭的亲戚，并拨打 &!0。&!0

救护车来到时，老郭的亲戚还没到，张健勇二
话不说，回家拿来 $000多元，坐进救护车，把
老郭送往医院。到了医院，老郭的情况已经十
分严重，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单，医生说，如

果再耽误时间，后果会更加严重。

做"老娘舅#调解矛盾
智力残疾人小沈与丈夫长期感情不和，

有一次，小沈被丈夫打得忍无可忍，找到张健
勇哭诉。原来，小沈在单位买断工龄后拿到 1

万元，交给了自己的母亲，丈夫找她母亲讨
要，丈母娘怕女婿乱花钱，坚决不给，他便拿
小沈出气。

了解情况之后，张健勇当起“老娘舅”，多
次找小沈的丈夫和母亲谈心，做思想工作。同
时，他帮小沈找到一家单位挂靠两年，使她增
加了经济收入。经过张健勇耐心细致的思想
工作，小沈母亲同意从这 1万元里支出外孙
女考上大学的学费，让小沈丈夫也基本满意，
解决了他们的家庭矛盾。

关于张健勇帮助残疾朋友的故事，居民
们还能说出很多。张健勇却很谦虚，他只是希
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让大家明白，残疾人不
等于弱者，只要有毅力、能力和自信，弱者也
能变为强者。

本报记者 孙云 通讯员 贾国龙

助残员张健勇出钱出力为残疾人热心服务 !!年!!!

左邻右舍争相点赞!浦兴好人"

沪上志愿者
为导盲犬免费打疫苗

嘉定区成立
助残志愿者服务中心

中山医院专家
进社区为肢残人义诊

肢残父亲除夕病逝 柔弱女生独力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