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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爱残疾人的故事
（上接A01版）

真心换真情。

1975年 10月，习近平同

志离开梁家河那天，行动不便的

残疾村民石玉兵拄着双拐，一步

一步挪过来话别。习近平同志

一眼就在人群里看见了石玉兵，

马上抢上前去，拉住他的手，眼

里蓄满泪水。

从黄土地一路走来，对残疾

人群众的关爱历久弥深。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时，

得知仓山区上渡街道有一位病

退的残疾职工林孔香，妻子患病

致残，18岁的女儿有智力障碍，

一家人生活很艰难，便与区里有

关负责人商量，由民政部门调剂

了一间商业店面租给林孔香，让

他经营食杂店，并为他办理了相

关补助。

“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

政府要特别关心，多为这些人

‘雪中送炭’。”习近平同志说。

这样的“特别关心”和“雪中

送炭”，在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经

历中屡见不鲜。

主政福州，习近平同志以

“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现场办

公做接访工作，为前来求助的一

位七旬老人协调了生活补贴，并

请福利院妥善安置她两个视力

残疾的孩子；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一

年春节前，习近平同志到衢州看

望困难群众，尽管日程安排很

紧，行程需要精简，仍特别提出

“残疾人家庭不要落下”；

在上海工作，习近平同志到

市儿童福利院看望孤残儿童，知

道孩子们行动不便，多次蹲下来

同孩子们说话，耐心地看孩子们

画画、表演唱歌跳舞、打乒乓球；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

记在考察中沿着崎岖山路，走进

山西吕梁山深处的赵家洼村，为

独自养活残疾孙子孙女的王三

女送去米、面、油，并叮嘱当地干

部安排好孩子的特殊教育……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

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

注。”这份“格外”的爱，在习近平

总书记心中重若千钧。

春雨绵绵般的润泽：“维
护残疾人尊严、保障残疾
人权利、增进残疾人福
祉”

时隔三十多年，福建省闽清

县残联副理事长黄道亮回忆起

习校长对他的关爱，仍是激动不

已。

黄道亮年幼时在一次事故

中失去双臂，但他重新振作起

来，学会用脚写字，一路读完小

学、初中、高中。然而尽管连续

两次高考分数都达到大专线，却

没有学校愿意录取他。

1990年，黄道亮第三次参

加高考。担心孩子愿望再次落

空的父亲给闽江职业大学写了

一封信，讲述了自己孩子的求学

故事。当时担任福州市委书记

的习近平兼任闽江职业大学校

长。在他的关心协调下，黄道亮

终于迈进校门，成为福建省第一

位无臂大学生。

“感谢学校当年录取了我，

给了我无比珍贵的大学生活，让

我获得新的生命。”黄道亮说。

感谢，化作了几十年如一日

的奋斗。大学毕业后，黄道亮回

到闽清县，成为一名残联工作人

员，奔走在一线，坚持入户为残

疾人服务，多方呼吁全社会关

注、帮扶残疾人。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

等成员”。在习近平总书记心

中，残疾人应与健全人一样充分

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

在同一片蓝天下幸福生活。

无障碍环境建设，正是残疾

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

入社会生活的重要保障。

2020年 9月 17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

基层代表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

群众代表对“十四五”规划编制

的意见和建议。会上，杨淑亭作

为残疾人创业者代表发言，提出

了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等

建议。

杨淑亭至今清晰记得，自己

发言时，习近平总书记听得十分

认真，不时在本上记录。“你提到

的无障碍设施建设问题，是一个

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我们要

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杨

淑亭说。

因为这次经历，杨淑亭对无

障碍环境建设的关注更多了。

她成了家乡的无障碍体验员，为

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维护提

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2023年6月，我国首次就

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的专门性

法律——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经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国

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

公布。

“这部法律字字句句都浸润

着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残疾人无

微不至的关心爱护。我相信，随

着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不断发展，

会有更多人摆脱身体残疾带来

的束缚，更安全便捷地走出家

门，融入社会。”杨淑亭说。

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是保障残疾人权利的题中之

义。

写完电影讲解稿的又一个

段落，已经是半夜12点多，杜诚

诚这才收拾好桌面，为一天的工

作画下句号。

今年37岁的杜诚诚，是武

汉市青山区的一名“盲人电影专

场”讲解员，也是一名重度肢残

人士。

“说”电影并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一部电影的讲解词，往往

要花上 1到 3个月的时间准

备。不能久坐的杜诚诚常常趴

在床上写作，累了就换个姿势，

但她乐此不疲。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武汉市青山区青和居社区

考察时见到了杜诚诚。见到坐

在轮椅上的杜诚诚，总书记走上

前俯下身，亲切地握住她的手，

夸奖她的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

的工作”。

“临走时，总书记还对我说

了一句‘谢谢你’，当时我的眼泪

就掉了下来。”杜诚诚说，“总书

记觉得我的工作有意义，是因为

他深深懂得残疾人的需求。”

“各项建设事业都要把残疾

人事业纳入其中，不断健全残疾

人权益保障制度。”习近平总书

记一直这样强调。

践行总书记“对儿童特别是

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

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的号召，更

多善意爱心汇聚，为包括残疾儿

童在内的特殊困难儿童撑起一

片蓝天；

落实总书记作出的“关心关

爱精神障碍人员”的指示，各地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

动持续开展；

将总书记对中国残奥运动

员“神勇”的夸赞牢记在心，越

来越多残疾人勇于突破、挑战

自我，充分享受运动带来的畅

快……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

业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大描绘

的中国式现代化幸福图景中，残

疾人事业这一笔，浓墨重彩。

春光明媚般的希望：“努
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
彩人生”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

来比母亲……”熟练打开手机上

的唱歌软件，河北唐山市截瘫疗

养院截瘫休养员姚翠芹又一次

唱起这首自己最爱的歌。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河北唐山考察期间，专程来

到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在疗养

院的阳光房里，伴着二胡乐曲，

姚翠芹唱起了《唱支山歌给党

听》。一曲歌罢，总书记带头鼓

掌。

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

总书记深情鼓励：“健全人可以

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

活出精彩的人生。”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姚翠芹

和其他截瘫休养员们都铆足了

劲把日子过精彩。

曾为总书记朗诵原创诗词

的杨玉芳，自学掌握了配钥匙技

能，为附近社区居民带来便利，

空闲时坚持诗歌创作；也在现场

聆听了总书记鼓励的李冬梅，重

拾年轻时的竞技梦想，在河北省

残运会上勇夺3枚金牌……

只有残缺的身体，没有残缺

的人生。

这是一个热烈又安静的课

堂——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特殊

教育学校讲台上，美容美发课教

师王雅妮耐心地为同学们讲解，

学生不时举手提问。与一般的

课堂不同的是，师生间的交流，

都是通过手语进行的。

成为一名教师是王雅妮从

小的梦想，点亮这一梦想的是数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同她的那次

会面。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

利院，看望住在这里的孩子。王

雅妮正是其中一个。

总书记鼓励王雅妮好好学

习、学业有成。小雅妮情不自禁

伸出右手弯了弯大拇指，向总书

记“说”谢谢。总书记也伸出手

作了同样的动作，脸上挂着慈祥

的笑容。

习爷爷的鼓励让王雅妮有

了坚持学习的不竭动力。如今，

走上讲台的王雅妮，开始帮助更

多残疾孩子改变命运。“现在，

‘好好学习、学业有成’成了我对

学生们‘说’得最多的话，习爷爷

当年的期许也成了我如今工作

的追求。”

汇聚逐梦力量，激发奋进精

神。

2022年4月8日，在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令他

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正像一位

视障运动员在赛场上所说：‘我

看不清世界，但我想让世界看到

我。’”

在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的

中国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

运动员王跃，内心无比激动。这

句话，正是王跃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过的。

北京冬残奥会结束后，王跃

经过简单休整，又开始为新一轮

比赛做准备：“我要用自己的勤

奋和努力，不断提高竞技水平，

让世界看到新时代中国残疾人

的风采。”

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

也是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每一个

中国人的梦。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

镇坪子村村民张顺东、李国秀夫

妻两个人只有一只手、两只脚。

但两人不等不靠不要，相互依偎

着前行，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我们虽然残疾了，但我们

精神上不残，我们还有脑还有

手，去想去做。”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提到了张顺东的这句话，为

广大脱贫群众自立自强的信心

勇气点赞。

如今，这对脱贫路上的奋

斗者成了乡村振兴的“领头

羊”。夫妻二人不仅种粮、养殖

样样干得风生水起，张顺东还

成了村里的残疾人联络员，奔

走于各家各户，忙着为大伙儿

谋富裕。

在张顺东和李国秀的家里，

有一面写有“永远跟党走”5个

大字的红旗。这是没有双手的

李国秀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用脚

绣的。

这一针一线，绣出的是这

一对“手足夫妻”向习近平总书

记表达的真切心声，更代表了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约8500
万残疾人对更美好生活的热切

期盼。

（新华社）

“普洱景迈山
古茶林文化景观”

申遗成功
据新华社电 中国“普洱景迈

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项目17日在

沙特利雅得举行的第 45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通过审议，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57项世

界遗产。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

族自治县。公元10世纪，布朗族

先民迁徙至景迈山，发现和认识

野生茶树，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与

后续来到的傣族等各族一起，探

索出“林下茶”种植技术，历经千

年的保护与发展，形成这一林茶

共生、人地和谐的独特文化景

观。“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是保存完整、内涵丰富的人工

栽培古茶林典型代表，由 5片古

茶林、9个古村寨以及 3片分隔

防护林共同构成，至今仍保持着

蓬勃生命力，是中国农耕文明的

智慧结晶，也是人与自然良性互

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第 45届世界遗产大会 17日

的会议决定认为，“普洱景迈山古

茶林文化景观”符合世界遗产标

准，这一独特的古茶林保护管理

体系充分尊重当地气候条件、地

形特征和动植物种群，实现了对

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自

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展现了山

地环境下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

族人民对自然资源互补性利用的

独创传统。遗产构成要素中的村

寨与传统民居建筑在选址、格局

和建筑风格方面，也体现了对生

态环境的认识和利用。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

‘茶’主题项目的空白，生动展现

了中国茶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杰出

成就，彰显了中国在世界茶叶起

源、种植、贸易和茶文化传播领域

的主导地位。这个项目也是‘活

态’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案

例’。”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

文物局局长李群在会议现场说。

李群说：“中国将在加强规

划、应对气候变化、鼓励村民参

与、规范旅游发展等方面持续发

力，确保‘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

景观’突出普遍价值永续传承，并

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承担更

多责任，为推动各国文明交流互

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