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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助残先进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关
心和帮助残疾人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堪称楷模，
引领社会风气。“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大爱无
疆、仁者爱人。这种舍己为人、乐善好施的高尚
品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历来强调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从大家身上，我看到了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到了不畏艰辛、
顽强拼搏的志气，看到了社会正能量的充分发
挥，看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

重要力量。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
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我
们都要凝心聚力，在实现人生梦想的同时，共同
推动中华民族的美好梦想早日实现。

习近平希望各位助残先进把助残善举坚持做

下去、做得更好，把爱传播给更多群众，鼓励更
多人加入到扶残助残行列中来。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把推进残疾人事业当作
份内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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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残

联要发扬优良传统，切实履行职责，为残疾人解
难、为党和政府分忧，团结带领残疾人继续开创
工作新局面。

——摘自《习近平在会
见第五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
残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
受表彰代表时强调 更加勇
敢地迎接生活挑战 更加坚
强地为实现梦想努力》

（2014年5月17日《人
民日报》刊发）

为孩子上学进行一场接力

许西恒是山东枣庄人，一岁多时一场大病，让他失
去了光明。不但如此，因为当时脑部疾病处理得不及
时，他还经历着身高不足等诸多困扰。幸运的是，
他有一个十分温暖的家庭，他的父母和哥哥多年来
辛苦打拼，为他买来生长激素等药物，情况始终在
慢慢变好。

2021年9月，许西恒被爸妈送到潍坊盲童学校，接受
正规的教育。他的爸爸许金杰告诉记者，逢年过节送孩
子去一次潍坊，需要转两次公共汽车、两次火车，还要
在潍坊住一晚，一来一回，哪怕他极其节俭，也要多出
至少五六百元花销。于是这一年的中秋节，为了给孩子
攒钱治病，一咬牙没去接他回家。

同样是那个月，2021年9月26日，中国铁路济南局
青岛客运段一行九人专程来到学校。这天，潍坊盲童学
校党支部与中国铁路济南局青岛客运段管内动车队党总
支签订党建共建协议，集中解决视障学生出行难、坐车
难的问题。

青岛客运段管内动车队党总支书记林峰还清晰记得
那天，她在现场看到孩子们乐观洋溢的笑脸，用稚嫩的
童声齐唱《我和我的祖国》，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们下决
心，一定要帮帮孩子。

就是在这次，梁双双与许西恒结成了对子，她给许
西恒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这是一场充满着温暖与爱的接力。
起点是潍坊盲童学校，这个颇具口碑的学校，如今

有110多位视力障碍学生。潍坊盲童学校党支部纪检委员
工会主席郑明星告诉记者，因为许西恒长期需要注射生
长激素，学校单独为他准备了一个冰箱存放药物。1月14
日这天，在帮助许西恒打包好行李后，郑明星将他送到
了潍坊火车站。

在潍坊站，工作人员接到许西恒后，将他送到高铁
旁，交给了梁双双。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在高铁上，梁双双与许西恒有说不完的话。她把许
西恒引导到座位上，悬挂好代表重点旅客标识的中国
结，每隔一段时间就来问他是否需要喝水、上卫生间。
按惯例，她又“考验”了一下两人的友谊：“背一下我的
手机号！”许西恒立刻答了上来。

许西恒得意地告诉梁双双，在学校他已经学会简单
的按摩了，也开始学习针灸了，他希望长大后可以开一
家盲人按摩店……快下车前，许西恒忽然说：“阿姨，
我记得住你声音，但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我可以摸摸你
的脸吗？”

梁双双一怔，大方地摘下了护目镜，把许西恒的手
放在了额头上，让他更多记住自己这个朋友的“样子”。
随后，在抵达泰安站时，梁双双呼叫车站，请工作人员
上车接重点旅客。随后，接力棒传到下一列火车，上海
客运段的G141次列车。下午16时11分，G141次列车到
达滕州东站。

旅程的终点处，许金杰等待已久，滕州东站工作人
员提前把他安排进站，把许西恒交到他手上。

像这样的接力，仅从潍坊盲童学校开始，这个春运
期间就有9个视障孩子经历了类似的旅程。郑明星告诉记
者，学校有 24 个潍坊之外的生源，家长不能来接的那
些，都是这样回家的。他和老师们挨个把孩子送到火车
站，放心地交给铁路工作人员。

在今年春节前，“我是你的眼”高铁助盲出行服务队
收到了山东青岛、潍坊、淄博等地盲童学校100多名视障
学生的乘车需求，他们制定服务方案，为学生们提供全
程服务。

高标准对待特殊旅客

林峰递来一张名片。
打眼一看，像是普通名片；上手一摸，名片纸凹凸

不平。这才发现，原来名片上不但用汉字打印了她的名
字和电话，还用盲文写了她的名字和电话。针对盲人出
行的服务，就在类似这样的细节中做到了极致。

林峰介绍，青岛客运段管内动车队“我是你的眼”
高铁助盲出行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初，致力于帮助视力
障碍旅客顺利出行。在300多位志愿者共同努力下，他们
通过站车接力无缝衔接，共同为视力障碍旅客出行提供
方便。服务队成立至今，已为500余名视力障碍旅客提供
服务。

实际上，“我是你的眼”志愿团队出台了一个标准服

务流程。为视障旅客制定的服务流程，可谓事无巨细，
包含了上车前、开车后和到站前3个大阶段，每一阶段都
有具体的指引，从肢体动作到话语使用。

以上车前为例，乘务人员光在动作上就需要做到
以下步骤——拉住视力障碍旅客的左手放置于自己
的右手手肘处，右手背后，行走在视力障碍旅客左
侧前方半身位；进车厢后将视力障碍旅客左手放置

于 自 己 的 右 手 腕 处 ， 自 己 走 在 前 方 ； 引 导 到 座 位
后，要引导对方用手触摸前排椅背、自己的座椅椅
背及扶手，确认正确位置；将旅客行李放置在头顶
上方的行李架上。

这中间，还穿插着一系列标准化的话语。因为盲人
旅客眼睛看不见，所以话语引导也同样重要。

林峰说，志愿者们坐下来，商议了方方面面的细

节。比如，为盲人旅客倒水时不能太热也不能太满，上
水时手一定要在水杯底部1/3处，以免烫伤旅客。而在为
盲人旅客端来饭菜后，则一定要明示方位，比如，在服
务手册中有这样一段示例：“ （列车长打开餐食密封包
装） 番茄汤放置在您右手边一点的位置 （拿着视障旅客
的手碰触），餐盒在这里 （拿着视障旅客的手碰触），擦
手纸给您放置在餐盒右下方 （拿着视障旅客的手碰触），
祝您用餐愉快。”

而在车上，列车工作人员会在盲人旅客背包或者身
上贴上“我是你的眼”志愿服务标志，并将一个中国结
挂放在客人前面的牛角上，提醒其他工作人员，关注这
位重点旅客。此外，他们还为每位盲人旅客安排了寻求
帮助的“一键呼叫”铃和盲文书籍，帮助他们排遣旅途
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标准服务流程中，有一条额外
的服务，叫“察言观色‘多句话’”，意思是通过对旅客
的观察判断旅客所需，多问一句话（比如，“请问您有需
要帮助的地方吗？”），询问旅客有无困难，尽全力给予
帮助。

事实证明，这额外一条服务非常有价值。青岛客运
段列车长焦明丽发现，很多视力障碍旅客非常担心给别
人造成负担，所以轻易不会麻烦别人。而一问之下，会
发现很多诉求。

也正是在与旅客的深入接触中，志愿者们得以及时
发现问题，及时修正服务。

“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盲人旅客心里很敏感，不想让你
太关注他。”焦明丽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我是你的眼”团
队，从那之后每个月都会服务盲人旅客，如今经验已比
较丰富。大家陆续改良了一些手段，比如她专门去网上
定制了盲文提示贴，到自己值班时贴在卫生间出水按
钮、电茶炉等地方，这样旅客可以自己去卫生间、打水
等等。

谈及盲人出行难，山东青岛崂山区盲人协会副主席
高维康深有感触：“盲人出行，一个是从家里到火车站，
尤其是到了火车站之后，怎么样能联系到工作人员比较
困难。尤其是火车站比较大，东广场、西广场……我们
就转晕了。”

林峰说，这也正是“我是你的眼”高铁助盲出行服
务队成立时的初心。从发现这个问题时起，他们心中就
有了答案。

以更强大合力传递爱心

一个叫“我是你的眼”的微信群，在春运期间格外
忙碌。每天，都有很多文字和照片发进来，大大小小的
诉求很快得到了解答。

2021年6月，“我是你的眼”微信群成立，群里除了
89 趟高铁列车长，还有潍坊、淄博、青岛、济南、菏
泽、临沂、烟台等地的盲校老师，也有省内50多个高铁
车站管理人员等，合计140多人。他们成了一股贯穿整个
山东甚至更远的志愿者力量。很多时候，他们要服务的
人群，要远行至全国各地。

春运来临前，群里便热闹起来。
规模比较大的一次，青岛盲校的老师向群里发送

了需要分别从青岛站、青岛西站和青岛北站乘车回家
的 92 个孩子的信息，他们是 1 月 12 日或 13 日乘车回
家，目的地包括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上海等
多地。林峰立刻联系好了这三个火车站，将孩子们的
乘车信息转发过去，便于车站安排志愿者帮助孩子们
顺利乘车。

“巧的是，这92个孩子乘坐的列车，没有一趟是我们
车队值乘的，一路上孩子们接受的服务丝毫未打折扣。”
林峰说，看着三个火车站以及沿途各站铁路同行积极响
应，她深受感动。“可以说，服务好盲人旅客，已经是我
们铁路人的共识。”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铁路人都正在用自己的方
式帮助盲人旅客。比如，在南京铁路客运段，高铁一车
队列车长王传栋说，春运期间，接到南京一家比较大的
盲人按摩店求助后，他和同事们利用下班时间，帮12名
盲人旅客抢购齐了车票。随后，他们还为每位盲人旅客
准备了一张爱心联系卡，帮助换乘旅客留下车长的电
话，用盲文数字的形式刻上，这样当旅途上有需求时，
可以联系到车长。

其实不只是铁路人，社会各界也正在伸出爱心之
手。大家一起，形成了一股更为强大的合力。

在山东青岛，一次春运期间的求助，牵动了不少人
的心。1月26日，在一个公益群里，一名公交调度员发布
信息，第二天两名视障人士将从青岛市劲松一路新时代
大酒店门口出发到青岛北站西广场，随后乘坐高铁。在
大家共同关注下，这一路，先是青岛城运控股交运集团
汽车总站580志愿服务队安排了3名志愿者送站，随后铁
路志愿者接手，一路将两位视障人士送到了终点，实现
了全程无障碍衔接服务。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梁双双说，其实帮助盲人的过程也让自己成长了。

有一次她休息时，半路发现一个盲童，居然主动去照顾
了对方一路，跟孩子聊娱乐，聊小说，把自己带的饭给
孩子吃……这在以前不能想象。

“其实我已经不把这个当服务看了，比如许西恒，我
把他当弟弟一样亲。他如果需要坐车，我放弃自己休息
去接送他都可以，这是一种感情，它很珍贵，不是每个
人都有的。”梁双双认真地告诉记者。

林峰也说，帮助他们，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团队、更
好的人。

2月18日，许西恒又要坐火车回潍坊盲童学校了。他
的父母早早给林峰打了电话，春运期间不好买票，林峰
帮他们买了票，安排好了具体车次和换乘方案。

有“我是你的眼”帮忙，这一次，许西恒还是决定
自己去学校。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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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的眼”

照亮盲人回家路
本报记者 刘少华

1 月 14 日，中午 12 时 12 分，山东潍坊火

车站，高铁G5552次列车刚刚停稳。

“还记得阿姨吗？”

“记得！”

一句热烈的问候之后，一身红色职业装的

“95后”列车长梁双双伸出右臂，熟练地让潍

坊盲童学校学生许西恒抓住她的右肘，两人

在春节前的滚滚人流中有说有笑，很快走上

列车。

梁双双和许西恒正在共同经历的，是一个

叫“我是你的眼”的志愿活动，迄今已有一年

时间，由中国铁路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发起。

青 岛 客 运
段 站 车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办 理 交
接 ， 护 送 盲 校
学 生 踏 上 返 校
的旅途。

列 车 工
作人员为乘
车的盲人旅
客讲解“一
键呼叫”铃
的使用方法。

青岛客运
段的青年志愿
者来到青岛市
盲校，实地感
受盲校学生日
常的学习生活
情况。

（本版图片均为王敏摄）（本版图片均为王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