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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责任 A23

架着两根近 150厘米长的双拐，丁新刚迈
出门槛。

天色尚早，薄雾霭霭。2008年7月26日的
这个早上，丁新刚吃完早饭就嘱咐20岁的儿子
帮忙搬家伙。走廊上的这些桌椅板凳，要一件
件搬到三轮车上。

另一个宝贝——三轮摩托车也常伴左右。
一用力，丁新刚就用拐杖把自己架上车座，然后
一条腿从车头跨过去，稳稳骑在车上，将双拐往
车后一放，插进钥匙发动，脚下的脚刹连着一根
手刹装置，这辆车他操作自如。

他把车发动起来，迎着朝阳出发。
渐渐地，在他身后形成了一个车队。
车队的目的地是焦作市中站区邮局。他们

互相搀扶着下了三轮车，彼此抢着把桌椅板凳
和包括缝纫机在内的各种工具搬下来，一字排

开。丁新刚将毛巾搭在肩上，开始等待。
很快，附近熟悉的、陌生的居民过来了，一

边放下手中损坏的家电，一边和他打着招呼。
稍稍寒暄之后，他便忙碌起来。
除了维修家电，丁新刚还配钥匙、换拉锁等，

甚至能按摩，提供医疗咨询、心理咨询……
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这一天，来了包括丁新刚在内共55个服务

者。
自1988年起，数据显示，这支名为“爱心港

湾”的残疾人服务队已经免费维修家电 4236
台，修理自行车 168辆，修补衣服 397件，修鞋
320双，配钥匙 469把，持有医师资格证的残疾
队员为健全的市民义务体检1038人次……

“还有很多，都没有记载。”太阳升起来了，
丁新刚将自己的黄色遮阳草帽戴到头顶。

准备关门了，唐丽夫妇整理按摩床

忙碌一天后，丁新刚拉了一台坏风扇准备回家修

城市似乎还未苏醒，“嘟嘟嘟”，焦作市区主干道上
快速行驶着一排特殊的三轮车队。过往市民侧过身，
微笑，目送他们渐行渐远。

这个车队的特殊之处在于：每架三轮车后都摆着
几副拐杖，车上坐着的人有的戴着黑色的眼镜，眼镜遮
住了双眼的轮廓。更特别的是，这支名为“爱心港湾”
的残疾人服务队自1988年起，已经免费为焦作居民维
修家电4236台，修理自行车168辆，修补衣服397件，
修鞋 320 双，配钥匙 469 把，为健全的市民义务体检
1038人次……

在漫长的感恩之路上，他们不但充实着自己，也在
影响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晚报记者 马静 文/图

故乡远在云南丽江的唐丽16岁时考入按
摩学校，经过 3年的正规中医按摩培训，成了
一位职业按摩师。现在她和丈夫在焦作开了
个小小的按摩店。

1991 年他们夫妻加入了“爱心港湾”，
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社区里为上不起按摩
店的老人们按摩。每当活动频繁时，他们
的小店就关门。为此，有时一个月赚的钱
交店租后所剩无几，可是他们依然很热
心。她说，通过为人们服务找回了自己的
价值。

她心里牵挂着所有的盲人，因为她深深
地知道这种痛苦。为了给盲人朋友自立自强
的机会，她和丈夫通过免费邮寄资料的方式
教授盲人按摩。自 1999年起，已有 300多人
从他们夫妻二人这里学成毕业。近 10年间，
他们家为刻录磁带资料，坏了好几台录音机，
免费邮寄资料给全国各地的盲人朋友，仅这
项支出已有数万元。

但她越来越快乐，她一直热衷攻读心理
学，为了扩大“爱心港湾”的力量，她把家里的
电话开成热线，晚上8时整开始为所有痛苦的
人们排忧解难。

当她替一位女士排解了烦恼并通过电
话做了一年朋友后，这位女士前来和她见
面，才发现她的眼睛看不见，她的脚跛着，

于是哭着拥抱着她：“原来带给我快乐的人
是这样的。”

唐丽说，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无论命
运怎么安排，都应从容面对，坚持活下去，因
为光明就在我们心中。“我和我的爱人会尽最
大的力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吕红旗也说：“我的两条腿残废了，可我
的双手和大脑不残，我要回报所有曾经帮助
过我的那些热心人，虽然他们找不到了，但我
可以向千千万万的人作出回报。”

“付出后内心才是充实的。”丁新刚认为，
原本所想的只是不要成为家人的负担，自力
更生，但随着做起有意义的事情，发现了人生
的价值在此。

丁新刚有个梦想，随着团队的发展，让大
家认识到，“我们都是有用的人。我们不仅自
力更生，把自己家庭的负担减轻，我们还应该
开辟更宽的道路”。

以“奉献、互助、友爱、进步”为信念的焦
作“爱心港湾”残疾人服务队已经影响了更多
身边的人。焦作市友谊社区居民张承先说：

“‘爱心港湾’修什么都不收费，怎么给钱他们
都不要。可‘爱心港湾’在我们社区活动次数
多了，人的心好像渐渐变了，现在一家有事，
多家争着帮忙，这样的转变，似乎是受他们的
影响吧。”

作为“爱心港湾”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46
岁的丁新刚也是团队的最先发起者。他说，20
年前还不叫“爱心港湾”，名字是“三月风”。当
年招纳了 58名残疾人，在街头社区做义务工
作。后来不断有新人加入这个组织，2007年 5
月20日，“三月风”正式更名为“爱心港湾”志愿
者服务队。迄今，会员已有120名，各有特长。

副队长余力强本是一名裁缝，现在每次参
加活动除了帮人补衣服外，还要带些拉链，免费
给人们换。起初联系服务场地，他跑前跑后，因
为他安了假肢，行动稍稍比其他人“方便”些，好多
次跑得假肢把自己的腿都磨烂了。此外，他的手机
还是队里的公用电话，因为他觉得自己家境要好一
些，所以每次活动联系队员都是他通知的。

“余力强是在服务队里付出最多的。”7月
26日上午，丁新刚说。

体格壮实的余力强面对记者却摆摆手，笑
着回应道：“没什么好说的，大家都在付出。”他
顺手一指：“你看唐丽。”

唐丽女士，高高的发髻，瘦瘦的颧骨，戴一
副黑眼镜。她是盲人，但有一手按摩手艺，在市
里开了一间按摩店。

这一天从早上到下午结束，唐丽踮着脚，给
6个人做了全身按摩。还顺便解决一些心理问
题，“有什么难处就和我说说”。

大部分找她咨询的人都是健全人，往往在

深夜，她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绝望的哭
声：“我不想活了！”当她用乐观的情绪鼓励着
他们，帮他们走出阴影后，他们就会来按摩店找
她表示感谢。

51岁的吕红旗高位截瘫，1988年他加入了
当时为“三月风”的组织，并立志用下半生为人
民服务。仅他一个人为群众修理的电器一年就
达300件。

2007年5月,孙斌斌加入“爱心港湾”，他是
队里唯一懂得医学专业知识的队员，除了为残
疾的朋友提供日常医疗帮助外，还在志愿活动
中为居民解决慢性疾病苦恼。

有一次母亲因脑梗塞住院，他和妻子却没
有在病床前伺候，一大早就匆忙赶往山阳区周
庄菜场进行志愿活动，直到下午两点，他都没有
喝一口水，取下听诊器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他们来社区的次数多了，居民互相帮助的事多了

队长丁新刚和他的120名残疾伙伴

焦作街头，那一支残疾人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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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孙斌斌，8岁时的一场车祸夺去了他
的右腿。长期住院后，被妈妈抱回家，一个荒凉
的场景深深印在他的眼里：院内一人高的杂草，
倒塌一面的院墙，屋子里只有几张床和一张旧
桌子。他当时暗暗下了决心：因为他，家里成了
这样，以后要好好活，不能让父母再为他操心。

初中毕业后，他没有填志愿，因为父亲关
节变形无法正常行走，家用全靠母亲一个人干
农活的微薄收入。他默默离开了学校，告诉母
亲，“我考不上”。

1997年 8月，母亲得知了真相，狠狠地打
了他，但在知道原因后抱着他痛哭。在一家福
利厂打工时，一个残疾朋友突然抽搐倒在他的
身边，他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在医生的抢救
过程中，他突然发现，原来这就是自己的追求。

2001年，靠着刻苦自学，靠着每月微薄的

打工收入，他考入了中医学校，交了学费，只剩
下啃干馍的生活费。

第二年的学费单摆在面前时，他的钱只够
学费的十分之一。他拿着退学申请，架着拐杖
走到老师办公室，老师和女同学范君流着眼泪
挽留他：“我们去找残联、民政局，不管求谁，哪
怕卖血，也要把学业完成，以后挣钱再还。”

他回忆起1998年打工时，来慰问的侯趁意
副市长握着他的手和他谈了半小时，承诺：“有
什么困难，可以给我写信。”于是就给侯副市长
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侯伯伯就来到学校，学费
问题解决了。

后来，他和女同学范君相爱结婚，并双双
考取了医师资格证。

“我们都曾经被帮过。”丁新刚说。
“除了感恩，无以为报。”孙斌斌说。

他们都曾被帮助过，除了感恩无以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