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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残疾人就业创业康养
基地，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几十名
重度残疾人坐在轮椅上，专注地进行
视频剪辑、数据标注、跨境电商运
营。基地创始人王晓谦正浏览着电
脑屏幕上的数据——这座由他一手
创建的“梦想驿站”，正悄然改写许多
残疾人的命运。

生机背后，是 25年前一场命运重
击。1999年，刚转业至呼和浩特市交
警支队的王晓谦执勤时遭遇车祸，致
胸椎骨折、脊髓损伤性截瘫。“当知道
终身需以轮椅为伴时，悲伤难免，但
想到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儿，我必须振
作。”军人的血性在绝境中迸发。投
身射箭运动后，长期轮椅训练导致臀
部压疮如影随形，甚至压坏三台轮
椅。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换来
自治区残运会坐姿射箭三连冠的荣
光，并成为 2008 年北京残奥会火炬
手。此后他转向培养新人，先后带动

10余名肢体残疾人参与射箭，多人取
得优异成绩。

战胜自我后，王晓谦将目光投向
同样身处困境的群体。2010 年，他
顶着烈日奔走月余，为首批 300 多名
残疾驾驶员学员争取到每人 1000 元
学费补助。“一位患癌的残疾人朋友
耗尽积蓄，但他想学车改变现状的
炽热目光令我动容。”这项暖心政策
沿用至今。次年他组建轮椅·汽车
俱乐部与爱心车队，带领重度残障者
走出家门。

“身为脊髓损伤者，我深知这方
面的艰辛。”王晓谦说。2016年盛夏，
他推动内蒙古首家脊髓损伤者“希望
之家”落地，并牵头开展“生活重建”
培训项目。截至 2024年，该项目已举
办 5 期培训，让 150 名残疾人重燃生
活希望。残疾人段永彪受伤后十几
年未曾出门，通过训练营如今已能独
自远行，足迹遍及北京、长沙等地，更

在希望之家觅得真爱。“长期与轮椅
为伴存在多种并发症，病友们一次性
护 理 用 品 的 反 复 使 用 让 我 深 感 心
酸。”王晓谦说。2023年，“大爱北疆、
助康圆梦”脊髓损伤截瘫残疾人暖康
护理包项目落地，截至目前已惠及全
区 1079 名脊髓损伤残疾人。来自通
辽的残疾人朋友李建道出众人心声：

“护理用品太重要了，以前因经济压
力总是不舍得用，如今有了这一暖康
护理包项目大大减轻了家庭负担。”

2024年，王晓谦仍在破局。他创
建的就业创业康养基地，针对重度肢
体残障者特点设立电商运营、视频剪
辑、手工制作等六大功能区。“我们的
目标是助力 100 名残疾人实现就业
创业增收。给予收入固然重要，但更
重要的是让他们全面融入这个有温
度、有爱的社会。”王晓谦的话语随着
轮椅转动，在这片土地上持续播撒不
灭的希望。

●王晓谦：轮椅赛场闯天地“梦想驿站”谱新曲

王晓谦参加射箭比赛 在呼和浩特市小波耀红汤饺馆
里，一群特殊员工正忙碌着，他们动
作娴熟、笑容真挚，很难想象这些心
智障碍者曾经连基本交流都困难。
而这一切的改变，离不开全国自强模
范洪波的努力。

50岁那年，洪波因糖尿病综合征
致盲，历经 8 个月的治疗后仅有一只
眼睛复明。这段艰难的经历让他深
刻体会到残疾人生活与工作的不易，
也坚定了他为残疾人奉献力量的信
念。“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一个简单
的动作对残障人士来说可能就是一
座高山。”正是这份感同身受，让重见
光明的洪波萌生了创办助残机构的
念头。经过多年筹备，2023 年冬至，
小波耀红汤饺馆正式开业，专门为心
智障碍者提供就业机会。

开业初期，店里每天都会出现各
种状况：饺子煮成片儿汤、上错菜、算
错账……更棘手的是，许多员工因为
孤独症或智力障碍完全无法与人正
常交流。“有些员工刚来时整天蜷缩
在角落，连抬头看人都害怕。”洪波回
忆道。但他坚信，只要有合适的方法
和足够的耐心，这些“慢飞天使”一定

能绽放光彩。洪波带着团队反复研
究，制定了流程化、标准化的培训和
运营模式，还亲自编写了内部教材

《看见——全球心智障洞察和破局之
路》。经过几个月的耐心训练，员工们
的进步令人欣喜。“现在每个人都能熟
练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干净、整洁、
勤劳、懂礼貌，完全符合小波耀红汤饺
馆员工的标准。”洪波欣慰地说。

“他们不是能力不够，只是需要
更多时间。”洪波说。截至目前，小波
耀红汤饺馆已累计培训 79 名心智障
碍者，其中 34 人成功走上“边康复边
工作”的成长之路。更令人动容的
是，这些改变深刻影响着 326 个特殊
家庭——家长们第一次看到孩子能
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第一次听到
孩子说“妈妈我发工资了”，这些突破
带给家庭的希望远比经济收入来得
珍贵。

如今，“小波模式”正在引发更广
泛的社会关注。洪波说，他最大的愿
望是让更多企业看到心智障碍者的潜
力：“他们或许学得慢一些，但那份专
注和真诚往往超出常人。只要给予机
会，每个生命都能闪耀独特的光芒。”

●洪波：托起心智障碍者就业梦

洪波指导店内工作人员制作煎饺

早上 9 时许，在万锦融城小区门
口的蔬菜摊位前，一位坐在轮椅上
的 摊 主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他 面 带 笑
容，动作麻利地为顾客称重、递送蔬
菜。“您瞅这柿子，沙瓤带冰糖心。”
他一边热情介绍，一边身体前倾，将
称好的西红柿稳稳递出。摊位前，
围满了前来选购的街坊邻居。

这位轮椅上的摊主叫狄文科。
2016 年底，他意外摔伤导致截瘫，但
人生的挫折并未将他击倒。自 2022
年起，他选择在轮椅上重新出发，经
营起这个蔬菜摊位。“通过这 3 年的
坚持，我得到了很多老顾客的认可
和支持。”狄文科告诉记者，他目前
隔天出一次摊，从上午 9点开始到下

午 2点，蔬菜每次都能售罄。
创业路上，狄文科并非孤军奋

战。 2024 年 8 月，他加入了内蒙古
残疾人就业创业康养基地。今年，
在基地的助力下，他带领另一位截
瘫伙伴共同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承包了 30多亩耕地，创立了“文科农
场”，真正实现了蔬菜的种植、采收、
销售的自给自足。

工作之余，狄文科的生活同样
精彩纷呈。2021 年，在朋友的鼓励
下，他接触到了轮椅舞蹈。没有任
何舞蹈基础的他，凭着惊人的毅力，
仅用 40 天刻苦训练，就站上了全国
舞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
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轮椅舞蹈赛场上，他
与队友奋力拼搏，最终斩获团体亚
军和个人第 8 名的好成绩。“这场比
赛的经历极大地鼓舞了我。”狄文科
说，“也让我更想鼓励和我一样的伙
伴们，重拾生活的信心。”

“因为自己曾经得到过许多帮
助，所以更想尽力去帮助别人。”这份
感恩之心，驱动着狄文科将温暖传
递。就在今年 3月，他带着满满的爱
心物资，走进了呼和浩特市章盖营村
的一家私人福利院，为那里的残障朋
友送去了日常用品。从受助者到助
人者，从轮椅上创业到赛场拼搏，狄
文科用他的坚韧与乐观，在轮椅上书
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狄文科：轮椅上播种希望 赛场中舞动人生

狄文科正给顾客称菜

今 年 47 岁 的 秦 明 燕 是 新 城 区
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在人生舞
台上，她展现出顽强不屈的精神和
积 极 向 上 的 态 度 。 身 为 一 名 残 疾
人工作者，她不因身体残疾而自怨
自艾，反而全身心投入到服务残疾
人的事业中。她从基层岗位做起，
以“不向命运低头、不为残疾设限”
的信念，从普通职员成长为党员领
导干部，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
拼 搏 的 精 神 书 写 了 不 平 凡 的 人 生
篇章。

秦 明 燕 出 生 后 由 于 照 护 失 误
导致严重的脊柱侧弯，但她努力学
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大学，她接

纳自己，以不屈之姿面对人生；在
读 书 和 工 作 期 间 ，她 勇 于 挑 战 自
我，抓住一切机会大胆学习尝试，
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在人生道
路 上 ，对 于 帮 助 过 她 的 人 心 存 感
恩，立志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回报
社会。

“淋过雨的人更想为别人撑把
伞。”秦明燕因为切身感受到残疾
人 生 活 的 不 易 与 艰 辛 ，所 以 成 为
一 名 残 疾 人 工 作 者 后 ，特 别 希 望
能 通 过 自 己 ，把 党 和 政 府 的 温 暖
传 递 给 更 多 的 残 疾 人 和 残 疾 人 家
庭，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保障、更有
尊严。

为此，秦明燕和同事们走遍新
城区的大街小巷：帮助残疾儿童申
请康复救助、为残疾人家庭实施无
障碍改造、扶持残疾人就业托养机
构发展、举办形式多样的职业技能
培训、建立残疾人就业“四色服务
卡”，搭建智慧助残服务平台、打造

“总对总”在线多元解纷试点。
秦 明 燕 忙 碌 的 脚 步 坚 定 而 有

力 。 每 当 看 到 残 疾 儿 童 经 过 康 复
能 够 进 入 学 校 随 班 就 读 ，听 到 心
智 障 碍 青 年 找 到 了 人 生 第 一 份 工
作 ，望 着 帮 助 过 的 残 疾 人 那 灿 烂
的 笑 脸 ，她 更 加 确 信 这 份 工 作 的
意义。

●秦明燕：信念不屈自昂首 心向暖阳绽芳华

秦明燕在颁奖台上

在首府的文艺舞台上，有一群特殊
的孩子正在用舞蹈书写奇迹。他们中
有唐氏综合征患儿，也有孤独症少年，
在呼和浩特市文化馆舞蹈教师周娜的
悉心指导下，这些曾被称作“折翼天使”
的孩子们，7年来完成了40余场公益演
出，用艺术的光芒照亮了首府残疾人事
业的发展之路。

2018年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从
事舞蹈工作多年的周娜接触到一群特
殊的孩子。周娜满心欢喜地来到排练
室，但现实和想象中并不一样，这些孩
子的心理年龄只有三四岁，一个动作需
要教几百遍甚至上千遍。“看到他们渴
望表达却又无从开口的眼神，我就决定
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周娜回忆道。从
此，她开始了每周的义务教学，这一教
就是7年。

面对这些特殊学生，周娜摸索出一
套独特的教学方法。她会用夸张的表
情和肢体语言示范动作，用不同的记号

标记站位，用糖果、手工礼物奖励每一
个孩子。“刚开始一节课只能教一两个
动作，现在孩子们可以学会两个八拍的
动作了。”周娜说，“当他们在台上绽放
笑容的那一刻，所有的付出都值得。”7
年如一日，周娜用无限的耐心、爱心和
坚持，让这些孩子从最初的肢体不协调
到如今能够自信地站在舞台上表演。

孩子们始终风雨无阻地坚持来上
课，心青年艺术团的成员人数也从最初
的6名增长到了如今的28人。从社区
活动中心到内蒙古少儿春节晚会，7年
来，心青年艺术团的足迹遍布首府各大
舞台。2022年，心青年艺术团受邀参加
群众文化领域的最高奖项“群文奖”的
比赛。周娜将自己给孩子们第一次上
课的情节编排成舞蹈《精白之心》，带领
孩子们一遍遍打磨，最终成功将生命的
顽强与艺术的魔力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让更多人关注到了这个群体。

周娜和这些孩子们用 7年时间证

明：艺术没有界限，爱心可以创造奇
迹。微舞剧舞蹈《森林里的猫头鹰》在
内蒙古少儿春晚荣获“优秀作品奖”，让
童真幻想插上艺术的翅膀。主题作品

《送你一朵小红花》成为感动青城的暖
心之作，在社交媒体获得超 50万次传
播，让生命共振，让公益之光延续。

现如今，心青年艺术团的足迹遍布
内蒙古呼和浩特、乌海及北京等城市。
周娜也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巡回讲座，将
他们的故事带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通
过周娜和艺术团的努力，这样的特殊群
体逐渐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更多人开始
认识到残疾人所蕴藏的艺术潜能，同时
也有效推动了社会对特殊群体的理解
与接纳。

“要让社会看到他们的才华，而不
是残缺。”周娜说。她希望能够编出一
本专为这些孩子量身打造的教材，助力
孩子们成长，同时也为全国更多类似群
体贡献一份力量。

●周娜：为“折翼天使”插上艺术翅膀

周娜给心青年艺术团的孩子们上舞蹈课

在呼和浩特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
的招聘会、培训班、技能大赛现场，总有
一个令人难忘的身影：她步履虽缓却坚
定，目光中跃动着炽热的温度。穿梭于
人群中的她，总是耐心地为残疾人答疑
解惑、提供帮助。这位将满腔热忱倾注
于助残事业的姑娘，正是张惠君——
2024年通过残联专项招聘进入教就部
的残疾专岗大学生。

命运在她9岁时投下阴霾，一场意
外让她的左脚落下残疾，她在自卑与绝
望中变得沉默寡言。但生命总会在至
暗时刻透出微光：班主任如春风化雨的
谈心疏导，同学们搀扶她上下楼梯的温
暖手掌，父母始终如一的鼓励与支持，
这些善意汇聚成暖流，融化了她心头的
坚冰。

大学毕业后，身体的特殊状况让求
职之路布满荆棘。但倔强的张惠君从未
向命运低头，她主动调整期望，从基层食
品销售做起。下班后，她化身“义务教
师”，为有需要的学生补习功课，在粉笔
与黑板间积累教学经验。这份对知识的

执着最终为她叩开了民办学校的大门。
2024年，呼和浩特市残疾人联合会

面向全国招聘百名残疾专岗人才的公告，
为她的人生开启了崭新篇章。身份的转
变，让她的生命绽放出更璀璨的光华。“当
我真正走进残联，才触摸到政策文件背后
滚烫的民生温度。”张惠君说：“我曾经历
过无助，所以深知残疾人在困境中的渴
望。如今我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份关怀都
不再是纸上的承诺，而是化作他们手中实
实在在的帮助。”

在残联的岗位上，她始终以“同
理心”为工作底色。为聋哑人用手机
打字的方式解读政策细节，为盲人逐
字讲解培训资料，为肢体不便者尽自
己所能提供帮助……她将热情化作
治愈的力量，让每一次服务都成为温
暖的传递。同事不解她为何总能不
知疲倦地奔忙，她笑着给出答案：“残
疾不是休止符，而是生命乐章更激昂
的序曲。我想让每个角落的残疾人
都能感受到，他们在阳光下幸福生活
的权利，从来都不曾被辜负。”

●张惠君：以温暖为舟载希望前行

张惠君在招聘会上为求职者服务

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折翼亦能勇敢翱翔 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逆风活出精彩人生
——首府残疾人用汗水和奉献书写生命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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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的舞台上，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追光者。他们虽身有残疾，却用坚韧不拔的意志、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生动诠释着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

神内涵，为我们带来感动与力量。在呼和浩特市，就有这样一群残疾人，他们在呼和浩特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引导和多举措助力下，打破身体桎梏，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无私奉献，

成为我们身边的榜样。他们是首府众多自强不息残疾人的缩影，他们用实际行动向社会贡献力量、温暖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