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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寻找那一片清凉”

记者李国峰 通讯员程祉昱
报道 近年来，随着国家扶持残
疾人就业创业的政策出台，越来
越多的残疾人开始拥抱动漫师、
建模师、AI语音标注师等新职
业，残疾人的就业方式更加多
元。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则是一
位通过声音传递感情的视障有
声主播杨姝，她用380万播放量
打破桎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
世界。

多一点辛苦，多一份快乐

“我书本的每一个字都有72
号大小，虽然我上学要比别人麻
烦一点，辛苦一点，但上学的快
乐让这些困难都不重要了。”

杨姝出生时，就是一名重度
视障患者，在父母的坚持下，她
并没有去盲校学习，而是靠着自
己仅有的视力进入了普通学
校。“三年级之前，我就是靠背诵

和听别人的声音上课，后来有了
电脑，爸爸就把课本里的内容一
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然后把每个
字都放大到72号。”杨姝的父母
为了能够让她和同学们一样读
书学习，为她做了一本特别的课
本。“我的课本和别人不一样，我
一课的内容就有别人一本书那
么厚，每天都要带十多页纸到学
校。”

杨姝于2008年考取了长春
大学全日制本科，这对于有视
障的她来说实属不易。杨姝从
小就对声音很敏感，对朗诵也
很感兴趣，但大学可选专业并
不多，“当时视障群体可以选的
专业只有针灸推拿和音乐。”进
入大学后的杨姝也没有放弃自
己的兴趣爱好，活跃在校园朗
诵赛、辩论赛中。“在学校参加
一些比赛获得了成绩，感觉被
认可了，也越来越有自信。”随
着杨姝对声音事业越来越感兴
趣，慢慢地，她叩开了成为有声
主播的大门。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摸索学习了半年后我试中
了一本小说，当我试中第二本的

时候，我就决定辞掉当时的工
作，全职做有声主播。”

一开始，杨姝对自己声音的
专业度缺乏信心，就专门找了
老师培训她的普通话，纠正她
发音的错误，让她能够走上专
业化的道路。“我很幸运，当时
正好有个契机，换了一个读屏
软件客服的工作，晚上就有比
较多的时间来学习有声主播技
能。”

我们常说，命运总是会眷顾
那些有所准备的人。通过短短
半年的学习与摸索，杨姝就试中
了一个小短片，这给了她更多的
信心，渐渐地，她试中短片的频
率越来越高，一年后她试中了人
生中的第一本长篇。

杨姝取用了自己大学笔名
“墨韵烟苒”的头尾作为自己的主
播名，2016年，“墨苒”主播出现
在了听众的耳朵里，“我希望自己
热爱的事业就像名字的释义一
样，带着墨香，经得起时间的沉
淀。”成为了全职有声主播后，杨
姝的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原来的工作对我来说好像没有
什么自己的时间，但是做有声主
播，我的工作时间更加灵活。”

希望改变一群人的未来

“目前我教过的学生至少有
十几位开始自己独立接单了，我
希望能够带领更多残疾人了解
这个行业，让他们的人生多一种
选择。”

作为一名残疾人，杨姝希望
能够帮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

“我有一次参加公益沙龙，对象
都是视障小朋友，沙龙结束后，
可以感受到孩子们很喜欢我的
有声读物，我希望这能对孩子们
起到正向的引导作用。”两年前，
杨姝作为分享嘉宾参加了杭州
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的
残疾人有声主播培训班，分享交
流的过程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
想要帮助其他残疾人的想法。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优势和艰
辛，对于我们特殊群体来说，找
一份工作不简单，找一份热爱的
工作更难，多一个选择，说不定
就多了一个新的人生。”

最近，杨姝录制的一本言情
小说《想抱你回家呀》在喜马拉
雅上的收听量已经超过380万，
杨姝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做出
更好的成绩。

本报讯 记者李国峰 通讯员
傅伊敏报道 前不久，来自衢州
常山的小杨如愿收到衢州职业技
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对即将开
始的大学生活充满期待。近日，
在“圆梦助学”项目的支持下，小
杨的求学之旅正式扬帆启航。据
悉，像小杨这样受到帮助的不是
个例，今年以来，我省“圆梦助学”
项目为全省1736名学生提供助
学金支持，为138名考上大学的
学子提供奖学金激励。

小杨从小和爷爷奶奶相依
为命，是爷爷奶奶含辛茹苦地照
料小杨长大，也教会了他做一个
正直善良的人。但随着爷爷奶
奶年纪越来越大，没有办法外出
工作，家里只有依靠低保补助来
生活。“选择这所学校主要是考
虑离家近，可以照顾爷爷奶奶。
我自己对设计比较感兴趣，希望
今后找一个设计方面的工作，可
以撑起整个家，成为爷爷奶奶的

依靠。”
“看淡过去，珍惜现在，拥抱

未来。”这是小杨的座右铭。在
资金发放仪式上，小杨作为准大
一学生上台分享，“在我的求学
路上，我很庆幸遇上了‘圆梦助
学’项目，它是幽暗隧道里的一
盏明灯，为我追梦的旅程保驾护
航。未来我将牢记‘惟其磨砺，
始得玉成’‘以梦为马，不负韶
华’‘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感谢之
举’这三句话，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据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有关
负责人介绍，为助力更多这样的
学子读书圆梦，省妇女儿童基金
会在各方的支持下发起“圆梦助
学”公益项目，实施“困难补助+
成长引领”的新型“品质助学”。
项目已连续5年开展精准帮扶，
联合浙江省内140家社会组织
累计为学子提供奖助学金支持
达到6692人次。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一定会打开一扇
窗。疾病的折磨，让不少残疾人朋友的生活和
就业蒙上了一层阴霾，幸福生活之门被关闭。
然而随着国家一系列就业创业的政策出台，一

批新兴职业为残疾人就业打开一扇扇窗，残疾
人的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开
始拥抱一些新兴职业，他们乘风破浪，在新征程
中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视

障有声主播杨姝和“渐冻人”李卓君，便是他们
中的幸运儿。“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两位身残志坚的年轻人用顽强不息的精神，逆
风飞翔、追逐梦想。

本报讯通讯员朱曙光、何单
琦报道 近日，在台州市三门县县
城人民路、上洋路、新兴街、海游
街等街道，陆续出现一些专供户
外高温作业人员饮水休憩的“免
费供水点”。原来，这是三门县总
工会发动各窗口服务单位工会开
展的“爱心一杯水、清凉劳动心”
公益活动。截至目前，三门县城
已有12家单位积极响应号召，为
环卫工人、快递员、电力施工人
员、出租车司机、交警等大批户外
高温作业人员免费供应开水，送
上“一杯爱心水”。

“天气太热，我们十分欢迎
高温作业人员来喝水休息，不仅
特意准备了喝水用的一次性杯
子，还准备了风油精、清凉油等
常用防暑物品。”三门农村商业
银行营业厅总经理张兴告诉笔
者，该行在县城范围内共有11
个网点，里面均设有“免费供水
点”。原先只有固定的几位环卫
工人会过来喝水，自从贴上“爱
心一杯水、清凉劳动心”的宣传
画后，来喝水的高温作业人员明

显比以往多了。
三门县总工会和三门农村

商业银行、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
行海游支行工会设立了“免费供
水点”后，三门县人民医院、县邮
政局、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等十
多家单位工会也积极响应，纷纷
加盟到这一活动中。三门农村
商业银行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将发动全县所有的支行参
与这项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高温作业人
员知道这项活动，将这份“清凉
爱心”真正送到位，三门县总工
会特地制作了宣传图贴，并专程
赶到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进行
宣传，让环卫工人知晓这项活
动。

“这一爱心公益活动解决了
县城400多名环卫工人的饮水
问题。”三门县环境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李小华告诉笔者，“我们
也采取过很多高温送水送清凉
的措施，都没达到最佳效果。如
今有了这项活动，环卫工人再也
不用为喝水发愁了。”

通讯员王艳报道 大脑瞬间
发麻、四肢无力动弹、身体难以
反应……几年前的“冰桶挑战”，
让“渐冻症”走进了大众视线。
网友们纷纷尝试，体验“渐冻”带
来的冰冷感。有人直呼难以忍
受，也有人对生命表示敬畏。

这种感受，临海的李卓君却
承受了30多年。

“渐冻症”，改变了他的生存
方式，却不影响他坚持奋斗。如
今，李卓君仅剩三根手指能动，
靠呼吸机呼吸，但他却用直播带
货解决了家中主要收入。

因为爱，所以坚持。逆“冻”
而生，他用时间证明。

跌跌撞撞的男孩，坐着轮椅长大

1983 年，李卓君出生。小
时候的他爱蹦爱跳，但经常走路
摔跤，身上到处是磕碰的伤疤。
当时家里人只当他年纪小，还没
学会走路，直到年龄稍大些，情
况越发严重，才意识到不对劲。

医生当时的诊断是“小儿麻
痹症”，这当头一棒的话，让父母
瞬间懵了。

8岁起，全家人开始四处求
医问药，听说哪里治得好就去。
辗转杭州、上海、邯郸等地，开出
的中西药不断，就连迷信的方法
也尝试过。

但李卓君的病不见好，许
多医生断言，他可能活不过20
岁……

五年级，李卓君上下楼梯有
些困难了；六年级，丧失了行走
能力，双腿只能走几步，靠同学
背着；初二，因病辍学在家，往后
出行只能靠轮椅。

等到16岁，身体的毛病才
真正得到解释——原来，这是
一种罕见的基因缺陷型疾病，
叫作“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
（DMD）。

得了这个病的患者，肌肉会
逐渐萎缩、后发展到呼吸衰竭，
俗称“渐冻人”，目前无法治愈。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10万
这样的DMD患者。

命运开了个大玩笑，经历了
长久的奔波和打击，一度觉得

“天都要塌了”的李卓君，慢慢接
受了现实，逐渐适应起这个新的

“身份”。

身体“渐冻”，他把自己活成
了“斜杠青年”

“我们无法改变生命的长
度，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让
它变得有意义。”面对镜头，李卓
君不止一次这样说道。这些年
里，他同样一步步践行。

2001年，网络开始普及，李
卓君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台电
脑。从那时起，他自学了网页制
作、flash动画等软件，有时候一
钻研就是一整天。“反正我就是
时间多，腿不行，手可以。”

4年后，他抱着试试的态度
开起了淘宝网店。从销售游戏
点券到服装、箱包，其间受过骗
也上过当，但凭借自己的坚持和
诚信经营，店铺一度做到了皇冠
等级。

爸爸李士满几十年来一直
卖鱼，妈妈钱春芳边卖杨梅边照
顾儿子，两人的积蓄都用来给李
卓君治病。网店赚的第一笔小
钱，他给父母买了礼物：妈妈一
双皮鞋，爸爸一根腰带。

“高帮的，还有绒毛，很暖
和……”钱春芳印象很深刻，十
多年来都舍不得穿，逢年过节或
者有大日子的时候，才小心翼翼
拿出来穿一回。看着他们的高
兴劲儿，小伙子有些哽咽，“自己
还是有用的”。

其余时间，李卓君把目光放
在做公益上。在临海义工、临
海志愿者组织中，他算是最早
的参与者。十多年来，几乎从
不缺席福利院、敬老院的活
动。虽然腿脚不便，坐着轮椅，
但为困难家庭募捐、参加义卖、
设计宣传材料、制作活动画册
等力所能及的事，一桩桩一件
件都相当用心。

近几年，李卓君也开通了个
人微信公众号。他把自己的故

事写在上面，记录生活，给更多
人分享正能量。

“即使生活再难，我并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

8月21日，笔者走进李卓君
的家里。推门只见两张床、一台
电视，外加简单的陈设。干净整
洁之余，没有一丝异味。

李卓君躺在靠门的这张床
上，脖子上插着呼吸机的管子，
胸前架着电脑，右手位置放着鼠
标。仅剩三根能动的手指熟练
操作，电脑页面随之变换，投屏
电视、控制手机，都不在话下。
维持这个样子，已有5年。

此前，从2009年开始，一家
人每隔两年都要去呼吸科报
到。2016年由于一场感冒发烧
引发了肺炎，李卓君已无力将肺
部的痰液排出。青霉素、头孢等
抗生素因为耐药性无效，最后只
能做气切，24小时使用呼吸机，
并随时吸痰。

“那个时候，嘴巴里都是吸
不完的口水与痰，只靠鼻饲吃流
食，发不了声。”四肢不大能动，
张嘴是最大限度。家人常常听
不懂自己在表达什么，孤独感扑
面而来。

但李卓君知道，自己并不是
一个人在面对。爸爸独自支撑
家里日常开支和护理费，再苦再
累也没想过放弃。住院第一晚
抢救，妈妈一刻都没离开医院，
几天里瘦了20多斤；住院一年
多，她是唯一能看懂口型的人，
还学会了使用呼吸机、换纱布、
吸痰等护理技能。“生命不光是
我自己的，我的存在也是家人的
希望。”

给了很大鼓励的，还有同样
处境的病人。

通过网络，李卓君接触到很
多这样的“战友”。他们曾一同
去旅行，一同拍照，一同分享抵
抗病痛的苦，一同诉说对美好生
活的渴望。“到现在，有20多位
病友相继离去，但他们的坚强，
我都记在心里。”

特殊的“直播间”里，有限货
品传递无限温暖

“大家好，我是卓君，一个渐
冻症病人，不能出门工作。现在
尝试直播带货，大家有需要可以
去支持一下……”一张桌子，一
部手机，每晚7点，“坚强卓君百
货”准时在抖音平台直播。

视频里，妈妈举着纸巾、调
料包等日常用品向镜头展示，默
不作声；儿子躺在床上，戴着呼
吸机，一样一样介绍，背景里夹
杂着机器运作的呼呼声。

状态好的时候，李卓君也会
坐着直播。将近40岁的年纪，
仅有80多斤，被妈妈一手抱到
轮椅上。温馨的画面，感动了直
播间里许多观众。

为什么做直播带货？气切
后出院，李卓君只能长期卧
床。床上有个红色按钮，需要
时用来紧急呼叫妈妈，护理离
不了身。爸爸老了，身体不太
好也刚出院。躺在床上的他，
目前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
源。

有些时候，直播间会收到提
醒，因为“躺播”被关小黑屋。因
为妈妈不会说普通话，而方言被
识别为不礼貌用语，他仍旧坚
持。

小刘哥，抖音用户，前些年

刷到李卓君的视频，成为了他的
朋友。上上周开始，李卓君直播
状态不太好，小刘哥便帮着直播
连麦，讲解货品。

“以前只知道有这样一个
病，没想到就在同城，近在身
边。卓君带给我们的，是感动，
是对生活的热爱。”小刘哥感慨
道。

这样的忠实观众，还有很
多。牡丹琴心、青豆豆、棋筝、缘
是天意、唐朝、华等一批眼熟的
ID，经常出现在直播间，为他点
赞，下单购买需要的用品，支持
李卓君。

直播带货之余，李卓君还远
程教妈妈拍视频，靠着未僵硬的
三根手指操作鼠标来制作、剪
辑、发布视频。有摘杨梅、晒菜
干、包饺子等日常分享，也有呼
吸机佩戴、直播场景展示等“幕
后揭秘”，还有台州医院医护人
员帮忙检查的暖心画面，内容很
丰富。

曾经有网友给李卓君留言：
你的坚韧像一簇暖阳，温暖自
己，也照亮了别人。

在李卓君看来，世界是温暖
的，充满正能量，“渐冻症”改变
了他的生存方式，却不影响他坚
持奋斗。“如果你此刻身处逆境，
请咬咬牙坚持，希望的曙光就在
前方。”

编者按：

拥有380万播放量的视障有声主播杨姝：

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但他用仅能动的三根手指，靠直播解决了家中主要收入

“渐冻人”李卓君：因为爱，所以坚持

李卓君正在直播。

@1874名学子，
收“开学礼”啦！

“圆梦助学”点亮困难大学生求学梦

环卫工人在三门农村商业银行营业大厅喝茶、休息。

三门为户外劳动者
送上“一杯爱心水”

目前共有12家单位加盟

本报讯 记者李国峰报道
昨日，“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
代”全国工会财务知识竞赛总决
赛浙江赛前集训在国网浙江省
电力公司培训中心举行，来自全
省各市、省产业工会的53名财
务人员围绕学习运用工会财务
专业知识，为工会工作开创新局
面这一主题上演了一场激烈对
决。

集训竞赛包括理论测试和
模拟竞答，既综合检验新时代工
会财务人员的理论功底，更考验
实际操作能力和应变能力。省
总工会财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的竞赛集训一方面是选拔

人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深入
推进新《工会会计制度》的贯彻
执行，提升全省工会财务工作人
员的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我省
工会财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水平。”赛后大家纷纷表示，成
绩是一方面，未来自己将在岗位
上持之以恒地钻研业务，为全省
工会财务工作继续添砖加瓦。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浙江省
电力工会的谢宜真、郑璐燕，绍
兴市总工会的周昊翀，宁波市总
工会的陈佳慧、冯培一，浙江省
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工
会的胡鹏健入围最终人选名单，
将代表浙江工会出征全国大赛。

以赛代训 以赛促学
进一步提高我省工会

财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工作中的杨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