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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手教师”马正发、“无腿硬汉”李显国、“当代愚公”曾付

学……或许你已经忘记他们的姓名，但他们的故事你一定不会

陌生：深山写爱二十五载、没有腿用双手养活自己、开垦荒山

种药材……“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没有健全的身

躯，他们却勇于与命运作斗争。他们的事迹经本报报道后，曾

感动众多网友，网友们激励的话语和源源不断的爱心，也撑起

了他们生命的希望。

今日是第30个“国际残疾人日”。本报记者回访了这些身

残志坚的“生活的强者”，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

多年来，肖华一直在致力做一件事情：帮更多的残友
自立自强。如今，他已经帮近百人找到工作。

12月 1日，记者联系上肖华时，他在武汉接受一场
培训。“我已经帮近百名残疾人实现就业。”他在电话
里说。

今年 40 岁的肖华是贵州人。两岁时，他和一帮
孩子围在村里一个没有加盖子的红薯窖看热闹时，被
挤得跌落红薯窖留下终身残疾。迄今，他身高仅 1.4
米，后背鼓起，两条腿长短不一，走路艰难。2003 年，
肖华辗转来到我市，开始自己打拼。多年来，他打过
工，开过婚庆公司，日子越过越红火。因为自己是残
疾人，对残疾人的艰难感同身受，所以多年来肖华一
直热心公益，尽自己所能帮助残疾人找到工作，活得
更有尊严。

2010年，肖华开始担任市肢残人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2020年，他开始任市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主任。市
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由市残联开办，旨在帮助残疾人
就业、创业。肖华积极引进项目入驻基地，给残疾人创造
就业机会。他在基地设立移动外呼公益岗，还开办了残疾
人电商直播培训班。

31岁的张燕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只能坐在轮椅
上。在肖华的帮助下，张燕成为一名客服人员，如愿实现
就业；34岁的金玲身高 1.3米，曾多方求助、工作无门，现
在她成了一位电商主播，每月工资3000余元。

2021年 1月 22日，本报以《残疾人也有一片明亮星
空》为题报道了肖华的事迹。

近年来，肖华帮近百名残疾人找到了工作。他始终乐
于助人，用自己的孱弱身躯和聪明才智帮广大残疾人解决
各种困难。他先后被授予“十堰市自强模范”“十堰市助残
先进个人”“十堰好人·楷模”等荣誉称号。今年夏天，他还
入围5—6月“湖北好人”候选人。

“这是我的职责，我将一如既往，帮更多残疾人自立、
自强。”肖华说。

自强模范肖华：

帮助近百名残疾人就业
■文、图/记者 罗伟

今年 56岁的曾付学，家住郧阳区大柳乡黄龙庙村，2006
年外出务工时意外受伤，导致高位截瘫，从此与轮椅为伴。
在妻子的悉心照料和鼓励下，他逐渐树立自立自强的信心。

2012年，曾付学把目光投向了门前的荒山，打算实施
“爬坡造地”——开垦荒山种药材。不顾周围反对质疑的目
光，他全身心投入到计划中。多年来，除了雨雪天气，他都坚
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把手当脚，常年的劳作使他的双
手布满了老茧；遇到山路难爬，他就架梯子攀爬，最终靠着一
双手一锤锤敲石头、一锄锄整土地，把坡地整成平地，把石块
砌成石坎，把荒山变成了“聚宝盆”。2019年 5月 14日、15
日，本报报道了曾付学的事迹。

2019年 5月 19日，十堰晚报微信和秦楚网微信分别以
《这个高位截瘫的十堰男人，用七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十堰
奇迹！这个男人被砸断腰后干的事，震撼所有人！》为题，先
后对曾付学的事迹进行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被曾付学身残志坚、自立自强的精神所感动。
获知他家门前的路还是石头路，尚未硬化，他坐轮椅出行不
便，郧阳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他捐款，为
曾付学铺设了一条爱心路。

身残志坚不言弃，双手作足金不换。曾付学身残志坚
的故事感动了众多网友。网友盛赞他是“当代愚公”。曾付
学先后获得“感动郧阳·第四届最美郧阳人”“郧阳区第三届
道德模范提名奖”、年度“感动十堰”人物、湖北省自强模范
等殊荣。

近年来，曾付学继续用双手一锤锤敲石头、一锄锄整土
地，坐着与天地斗争，爬坡造地，以蚂蚁搬家的精神，从山下
搬土上山，将门前 70度的荒山石坡垒出 4亩多“大寨田”，种
上了连翘、苍术等药材。他虽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享
受各种惠民政策，但他并没有因为残疾而产生等、靠、要思
想，依然自立自强。如今，曾付学所种植的连翘、苍术等药材
已经见收。眼望着栽植的满山连翘既绿化了荒山，又为自己
带来了经济效益，荒山已变成了金山银山，曾付学感慨万千。

“当代愚公”曾付学：

继续劳作把荒山变金山
■文/记者 冰客 图/特约记者 曹忠宏

2019年 10月，本报报道了一名身高仅 1.05米的擦
鞋匠猪娃儿，在配套处附近坚持擦鞋 21年养活自己的
故事。两年过去了，他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昨日，
记者再次联系上他，他仍在同一地方擦鞋，只是今年年
初生了一场病，生意也没有以前好了。

昨日一大早，和往常一样，猪娃儿张新华拿着他的
行头早早地来到他的擦鞋地开始摆摊。自从本报 2019
年 10月对他的故事进行报道后，张新华在当地成了“名
人”，大家也都习惯了他每天在商店门口摆摊擦鞋。

“现在生意没以前好了！”张新华说，现在穿休闲鞋
的人多了，来擦鞋的自然就少了。“每天的收入只能顾
得上个生活费。”不过，还是有一些好心人老远跑过来擦
鞋，也有一些人专门将鞋拿过来让他擦。随着冬天的到
来，张新华相信后面的生意肯定会比前段时间好一些。

除了生意没以前好外，张新华的身体也发生了一点
变化。今年年初，张新华病倒了，在郧阳区中医院住了
半个月的院，医生检查出他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出院
后，张新华便开始一直服药。

张新华的情况在他的郧阳区老家引起当地政府的
重视，政府不仅给他办理了低保，还给他盖了一套 50平
方米的搬迁房。去年过年，他就是在老家的新房里过
的。过完年后，他又回到十堰城区继续擦鞋。

2019年，记者采访张新华时问到他将来的打算时，
张新华说：“继续擦鞋呗！如果有个门面就好了，不光
可以擦鞋，还可以修鞋。”但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实现。
之前，他也曾想过如果有人能看上他，他还想成个家。
而今，对于这个想法，张新华笑着说：“以前想过，可我
这个条件，谁会跟我呢？”不过，虽然身体不如从前了，
对于今后的生活，他还是充满了信心，“趁还干得了，我
要继续擦鞋，等哪一天擦不动了，我就回老家养老。”

擦鞋匠张新华：

搬进了新房
依然热爱生活
■文/记者 杨建波 图/记者 张启国

2018年8月，残疾人李显国以自强不息的形象出现在十
堰人的视野之中。李显国用坚强和乐观感动了一座城市，众
网友心疼他的不幸遭遇，开始积极谋划帮他实现心愿：装一
副假肢、买一辆残疾人专用电动三轮车。近 4年过去，记者
对硬汉李显国进行回访发现，他的日子有了不少改观。

2018年 8月，记者无意间发现，当时 39岁的李显国在
20岁那年因为一场以外被火车轧掉双腿，之后的 19年时间
里，他自强自立，用异于常人的乐观和勇气撑起了自己的生
活。2018年 8月 9日，本报以镜像的形式推出首篇报道《没
有腿，我也能养活自己》，李显国首次走进众人视野；9日中
午，十堰晚报微信推出《这个被火车轧掉双腿的十堰男人，今
天震撼了所有人！》；10日，本报再次推出报道《“他是我见过
最坚强的脊梁”》；11日下午，十堰晚报微信推出《这位拉板
车的无腿汉子感动了十堰全城，最新消息来了！》。

对于李显国的坚强和乐观，善良的十堰人纷纷向他伸出
援手。在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无数市民开始为李显国捐
款，帮其实现梦想。此外，残联等相关部门也开始对他展开
帮助。截至 2018年 8月 13日，李显国实现了两个愿望——
装一副假肢、买一辆残疾人专用三轮车。

“假肢也用习惯了，三轮车现在用得也挺好，感谢好心人
的帮助。”12月 1日下午，当记者再次见到李显国时，他热情
地介绍起了自己的变化。同 4年前一样，他的脸上还是挂满
了笑容。

据了解，在装上假肢和获得残疾人专用三轮车后，李显
国依然在建材市场从事废品收购的生意。“年底了，生意要淡
很多，一天收入不到 100块钱，但养活自己没问题。”李显国
说，现在有了假肢和三轮车，他的体力付出减少了许多。

“一个星期前，郧阳区残联又为我换了一副新的假肢，免
费的。”李显国告诉记者，有了假肢的辅助，他不仅跟正常人
一样站了起来，走路也比以前方便了很多，这让他的活动半
径也大了许多。

“感谢好心人的帮助，我一定会努力坚持下去。”李显国
希望再次通过十堰晚报，向曾经关心和帮助过他的人表示感
谢。此外他还告诉记者，眼看着春节将近，他计划今年春节
回郧阳区谭山镇的老家，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和哥嫂一家。

编者按

昨天上午 10时，记者联系上郧西县夹河镇陡岭子完全
小学“无手教师”马正发时，他正在批学生的作业。谈及他现
在的工作，他笑呵呵地说：“只要还没退休，我就要与学生们
打成一片，上课、学校后勤管理等工作一样都不落下。只要
在岗一天，就要做好每一项工作。”

今年 58岁的马正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可是，对于
全国优秀教师马正发来说，他越发珍惜现在的岗位，以身作
则，扑在前面，干在前头，站好最后一班岗。

29年前，一次意外事故使马正发失去了双手。学校给他
安排了个轻松的岗位，他不干，坚持要在教学一线，哪怕只带
一个班，也要和学生在一起。

多年来，马正发咬紧牙关、忍着锥心疼痛，用双臂夹紧笔
杆、粉笔，练就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粉笔字。备、教、批、改、
辅各个教学环节，他从不因为自己肢体缺陷而略去一个。休
息时间，他常常找学生辅导，通过现身说法、发放奖品等方
式，鼓励孩子努力学习，全面发展。现在，马正发还能熟练使
用电脑，用Excel表格记录后勤台账、制作PPT课件。

爱是教育的起点。马正发爱生如子，看到留守儿童杜定
利身上长脓疮，马老师为他清洗擦药，精心照料直到痊愈；留
守学生王永刚鞋子坏了，马老师自掏腰包给他买新鞋；学生
纪昌炎、金若寒学习成绩不理想，他想方设法开导，经常提问
鼓励……马正发以超人的毅力坚守深山三尺讲台，累计教出
5000余名学生。在他们身后，是马正发用热爱点燃的烛火，
经久不熄，温暖动人。

2017年，本报用一个通版，图文并茂报道了马正发的感
人事迹，引起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上百家媒体转载，
让全国人民知道了坚守深山从教的马正发。

马正发先后获得郧西县第三届道德模范、第六届十堰市
道德模范提名奖、十堰楷模·好人、荆楚楷模、2018“感动十
堰”年度人物、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收获这么多的荣誉，马正发觉得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事
事以身作则。今年，他带一年级数学课、道德与法治课、体育
课，还兼任学前班班主任工作、卫生与健康教师，负责学校音
乐教室的管理和学校党建工作。

“这么多工作不累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马正发呵呵一
笑，“学校教师少，我多担待一点，是应该的。”

“无手教师”马正发：

还有一年多就退休
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文、图/记者 张贞林 通讯员 周敏 周芙

“无腿硬汉”李显国：

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感谢好心人的帮助
■文/记者 何利 图/记者 张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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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他们的事迹曾感动众多网友

回访这些回访这些““生活强者生活强者””
看看他们如今的生活看看他们如今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