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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美了 心顺了 福来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相恒义 孙一帆 胡日查 摄影/于 涛 马建荃 来春誉 高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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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丽是呼和浩特市心语爱心康复之家
老师，她的工作、生活原本和心语爱心康复之
家的孩子没有任何交织，临近退休，她憧憬的
是怎样安度晚年。可是，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改
变了她的生活既定轨道。呼和浩特市心语爱心
康复之家前任校长因病无力继续办学，将17个
孩子托付给了身为内蒙古武川县特殊教育学
校老师的张美丽、张秀丽姐妹，可身在武川县
的姐妹俩实在腾不开身来呼和浩特，她们就说
服大姐张荣丽提前退休去呼和浩特接管这些
特殊的孩子。

张荣丽接管这些孩子，当时是很艰难的一
个选择，首先需要接受提前退休每月工资比正
常退休少领3000多块钱的损失，其次安享晚年
的计划就此搁置，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张荣
丽动了恻隐之心，顾不得种种顾虑，接管了17
个特殊孩子的康复训练。这些孩子有的是聋
儿，有的智障、肢残，还有的是自闭症孩子，在
特殊教育专业上，张荣丽毕竟是个外行，两个
将她带入这一行的妹妹成了她的老师，只要有
时间，妹妹们就会赶到大姐身边，手把手教她
训练聋哑孩子发音。

5岁的范梦琪就是17位小天使中的一员，
她出生一个月时被确诊为先天性耳聋，为了给
她治病，父母花掉家里所有积蓄并欠下十几万
元外债，母亲最终不堪压力，在范梦琪3岁时与
父亲离婚。范梦琪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得到更好
的康复治疗，带着女儿从通辽农村老家来到呼
和浩特市心语爱心康复之家接受训练，父女两
租住在郊区的一间平房里。从农村来到陌生城
市的他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得在一家废品收

购站做搬运工，收入仅够
父女二人的生活费，女儿
的治疗费说断就断了，四
个多月没交学费了。令他
欣慰的是，女儿经过一段
时间的康复训练后，发音
和认知明显进步很多。她
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

“妈妈”，但只把老师唤作妈妈······
12岁的郭小璟也住在这个大家庭里，她患

有先天性脑瘫，智力正常，但是生活不能自理，
上下楼梯、上厕所都需要有人背。为了让她达
到生活自理，呼和浩特市心语爱心康复之家老
师们专门为她制定了一套高强度的康复方案。
练习走路是郭小璟最难跨过的一道坎，从老师
抱着她的腰迈开第一步，到逐渐放开双手自己
走，她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流过多少眼泪，几
次想要放弃。现在，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郭小璟能持续行走40分钟，她在这里时刻得到
鼓励，取得进步，再也不是那个曾经遭人嫌弃
的女孩了。

孩子们的训练看到了成果，可是校长张荣
丽却撑不下去了。开办康复机构的经费靠的是
孩子们缴纳的培训费和食宿费，这里的孩子每
个月收费1500元，在同等康复机构属于低收
费，可仍有大部分家长拖延着不肯缴费，进一
步了解后张荣丽才知道，这些孩子大多是单亲
或留守儿童，贫病的家庭不能保证如期甚至足
额交费，有的家庭一个月给500元的，还有一个
礼拜给60元的。跟奶奶生活的一个孩子，没钱
交费，把南瓜、小米拿过来。最困难的时期张荣
丽只好将自己和丈夫每个月一万多元的退休
工资投入到康复之家。康复之家从2017年2月
成立后一直入不敷出，不到8个月支出近30万
元，而收取的康复费用只有5万多，即便张荣丽
将自己和丈夫的退休工资全部投入仍然无力
维持。

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了解到康
复之家所处的困境后，将张荣丽和她的17位小
天使的故事搬上荧幕，在内蒙古卫视“福彩·草
原情”栏目中进行了播出报道，同时还利用福
彩公益金对康复之家包括范梦琪在内的5个孩
子进行了每人5000元的资助，希望通过此举呼
唤更多爱心人士关
注他们，帮助他们摆
脱困境，笑对人生风
雨。

内蒙古福彩力助不幸儿童笑对人生风雨
新华社长沙7月14日电

（记者 刘良恒）“校友欧
阳立安出生在一个革命家
庭，小小年纪的他就心怀国
家人民，坚持理想信念，敢
于担当，勇敢坚毅。少年强
则国强，他的精神非常值得
我们新时代少年儿童学
习。”长沙市芙蓉区修业学
校校长王娟说。

欧阳立安，1914年3月
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他的
父亲欧阳梅生是中国共产
党早期党员。母亲陶承是位
有影响的革命妈妈，长期以

“住家”为掩护从事党的地
下工作。

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
熏陶，早在1925年，欧阳立
安在长沙修业学校读书时，
就积极参加宣传民族英雄
等爱国思想运动。1926年，
叶挺独立团占领长沙，他积
极加入儿童纠察队，并担任
队长。

大革命失败后，欧阳梅
生积劳成疾逝世，欧阳立安
被党组织送到武汉、上海做
工。1929年春，15岁的欧阳
立安进入上海申新五厂做
工，跟随中共上海沪中区委
书记何孟雄从事工人运动，
担任区委交通员。

同年冬，欧阳立安加入
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共
青团沪东区委委员。在此期
间，他多次参加上海各界工
人举行的抗议罢工、游行示
威等。在斗争中，他毫不畏
惧，勇往直前，经受了一次又
一次严峻的考验。1930年春，
经何孟雄介绍，16岁的欧阳
立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6月，欧阳立安
作为中国青年工人代表，随
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赤色
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和少共国际的有关会议，并
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13周
年纪念活动。这使他开阔了
视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
治信念。他说：“今天的俄国
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领

导工农打出来的。我们中国
共产党也要领导工农打倒
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
打出一个新中国。”

1930年11月底回国后，
党组织任命欧阳立安担任
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和上
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

1931年1月17日，欧阳
立安参加中共江苏省委一
次会议后，与沪中区委书记
等同志被反动军警逮捕。面
对凶残的敌人，面对酷刑的
逼供，欧阳立安毫无惧色，
视死如归，严守党的机密，
坚信自己的信仰。他义正词
严地说：“中国革命一定会
胜利，我是共产党员，就是
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
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主
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
怨！”

1931年2月7日晚，欧阳
立安与何孟雄等24名共产
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
英勇就义，年仅17岁。

新中国建立后，欧阳立
安的母亲陶承撰写了长篇
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成
为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优秀
读物，欧阳立安一家的英勇
事迹和献身精神，成为激励
人们奋斗的精神力量。

“老头你看，这就是咱
家原来的位置。”

7月12日傍晚，60岁王
晓棠和老伴儿悠闲地漫步
在乌兰浩特市成吉思汗公
园曲径通幽的林间小道
上。吹着徐徐凉风，看着眼
前美景，老两口陷入了深
深的回忆中……

“我家原来就在这半
山腰上，公婆和我们一家3
口几十年来挤在一间40平
米的平房里。”王晓棠脚下
曾经是占地187万平方米，
生活着4200户居民的山城

路棚户区。住房难、行路
难、取暖难、吃水难、如厕
难等问题常年困扰着这里
的人们。

“垃圾遍地、污水横
流，遇到雨雪天气根本出
不了门。”王晓棠说，生活
环境差还是小事，那时候
最担心房子的安全问题。

“吃饭的时候经常有房顶
的土块掉在碗里，一打雷
下雨就怕房子塌掉。”

2014年底，乌兰浩特
市投入25亿元启动山城路
棚户区改造工程，曾经的

棚户区被改造成了基础设
施完善、景观多样的公园，
对原4200户居民实现了全
覆盖的3884套回迁安置楼
就建在了公园旁，并于
2017年底完工。

根据政策，王晓棠住
进了80平米的两居室里。
坐在宽敞明亮的新家里王
晓棠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
舒心，本就生性开朗的她
逐渐成为了小区里的大忙
人：成立爱心助力团、担任
社区关工委副主任、筹建
业主委员会……王晓棠说

不能辜负了好时光、耽误
了好日子。

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
环境，还有人们的习惯和
心气。70多岁的佟德禄老
人刚搬到小区的时候，将
过去几十年的“破烂”堆在

了楼道里，引起了其他居
民的不满。经过社区党总
支书记杨杰的耐心劝导，
老人最终处理了这些废
品。

心气顺了，好事就来
了！如今在这个总面积39

万平方米的安置小区里喜
事连连。这几天，29岁的王
浩和女友订了婚。过去几
年，这个帅气能干的小伙
子因为棚户区的平房“吓
跑”了好几个姑娘，如今终
于抱得美人归。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欧阳立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欧阳立安（资料图片）

新居全貌 温馨的居所 小区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