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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在关怀孤老重残疾人中，刘江平

尤其重视心理疏导。

曾经有一名女大学生因为患

了颈椎中枢神经纤维瘤而瘫痪在

床。看护她的姨妈也拒绝义工上

门。刘江平打电话去联系时，同样

被拒绝。于是，他在饭点时去串门，

见到了这个姨妈，“我来跟你聊一

聊，如果聊完后你还不需要，那

就算了。”就这样，刘江平以倾听

者的姿态听到了女孩和姨妈背后

的感人故事。原来，女孩与姨妈

并非亲戚关系。女孩妈妈已经离

婚，与姨妈是同事，女孩 11 岁时，

妈妈离世，姨妈就把她接到家中

照顾她。在她生病后，姨妈继续

照看她，幸亏姨妈的两个儿子儿媳

都支持她。而女孩本想着自己大学

毕业后，就可以报答姨妈了，谁知

她却染了重病，还增加了姨妈的负

担，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累赘。

了解情况后，刘江平带着义工

来代替姨妈做家务，并让姨妈坐在

女孩面前休息，让她感觉到我们可

以帮到姨妈。同时，刘江平也常去

跟她聊天，还带领中医专业的志愿

者，组成一对一的服务小组，每周

末上门探望她，让她感受到社会的

关爱。那年的 6 月 24 日，是女孩

的 29 岁生日，刘江平带领 10 多个

残疾人朋友给她过生日，为她唱歌，

“她想听什么歌，就唱什么歌给她

听。”7 月14 日，刘江平接到姨妈电

话赶去女孩家里。“她说，她能感

受到痛苦，觉得自己无用，曾经想

死却死不了，现在想回报社会也无

钱无力。于是，她决定在死后捐献

遗体和眼角膜。”刘江平回忆。

如今，跟随刘江平和“光爱之

家”一起做公益的志愿者越来越

多，尤其是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农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位于

长沙的高校志愿者越来越多。而

让他欣慰的是，儿子刘洋也加入了

他的义工队伍，和他一起为残疾

人洒出光和爱。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卫红 柏玉）10 月 14 日，50 名

来自沅江市初中道德与法治的乡

村教师欢聚于沅江市南嘴中学，

参加为期两天的国培计划（2019）

沅江市初中道德与法治“送教下

乡”培训。期间，所有参训教师

都积极参与观课议课、小组评议

课、分组研课磨课、分享交流等

活动，还写了研修感悟、研修总

结。老师们直言，参加此次培训

太值了。

杨德才：“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身为一级盲人，杨德才不仅为

自己点燃生活希望，还为别人带去

了光明。20 年来，他先后创办了6

个公益机构，免费培训和帮助残弱

人士上岗就业，为社区老、弱、残

等低保困难人士提供免费保健，捐

献财物价值达 130多万元。

他先后被中央、省、市评为“助

人为乐中国好人”、“全国志愿助残

阳光使者”、“雷锋式道德模范”、

“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还被评

为“2016 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十大

新闻人物”。

盲人志愿者为“明眼人”圆梦

他在黑暗中给他人带去一片光明
10 月 15 日是第 36 届国际盲人节，

不少爱心志愿者针对盲人朋友开展了一
系列的公益活动，让他们在黑暗中感受
到温暖与光明。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在湖南，有一些盲人朋友，却在尽自己
的能力帮助着视力健康的人，这当中有
哪些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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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教下乡：“国培计划”到沅江

50岁后，这个盲人帮残疾人“圆梦”
“ 唱 一下， 唱 一下！”“ 我

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10 月 12 日上午， 一 阵

叫喊声和音乐声从长沙市开福

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传出。

当天，一场为残疾人服务的声

乐教学正在开展，台下的学员

有些是盲人，有些人坐着轮椅；

台上的老师，也是带着墨镜的

盲人。而在教室外“看”着这

一切、正乐呵呵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的刘江平也是

一名盲人。

59 岁的刘江平正是这场活

动的组织者。他是长沙市光爱

之家助残服务中心主任。“50

岁之前为自己而活，50 岁之后

为众人的快乐而活，该为社会

做点什么了。”刘江平如是规划

着自己的人生。

15 岁那年一次打篮球时的

意外，造成刘江平的视网膜脱

离，并最终让他在 22 岁时彻

底告别了光明。随后，刘江平

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他

摆过小摊，做过服装生意，后

来又开电子游戏室、餐巾纸厂、

校园副食品店、酒楼、录像厅、

液化气站等等。“我做生意还

可以。”他笑呵呵地说。

在 2011 年以前，刘江平的

生活中基本没有残疾人朋友，

只是在网络上跟几个残疾人朋

友聊过天。后来一天，有网友

告诉他，有一个叫做“光爱之

家”的残疾人自发草根组织需

要一个负责人打理，人们想到

了刘江平。在参加完“光爱之家”

在长沙市宁乡举办的一场活动

后，刘江平决定接手这个公益

组织，“他们的阳光和积极向上，

给了我勇气和信心。”

“我们这个声乐培训班是免

费的，每周一次，已经坚持了

很多年了。参加者除了盲人朋

友，还有很多肢体残疾人来参

加。”刘江平介绍。

搞 活 动 不 能 千 篇一 律。 

2012 年，刘江平策划了一个叫

做生日会的活动，每季度一次。

活动最初只有 25 个志愿者和

残疾人朋友参加，到后来有上

千人的规模了。

2013 年，刘江平又开展了

“圆梦”行动，在全国助残日

这天，收集残疾人朋友的心愿，

组织志愿者和爱心企业或个人

帮助他们“圆梦”。

“我们规定了不要现金，产

品金额不能超过 300 元。”刘

江平说，一台小冰箱、一台风

扇、一只口琴、一台收录机等，

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残疾

人心愿，在得到满足后，极大

地鼓舞了残疾人的信心。

“我们还组织了‘黑暗中的

音乐会’。请视力健康的人来

感受盲人朋友的演唱会，很多

人来体验，效果非常好。”刘

江平说。

在这些活动中，残障人士

既是参与者，也是服务者和志

愿者。他们走出封闭的个人圈

子，融入社会生活，排节目、

唱歌、写文案等，各司其职，

找到了存在感和价值感。

2015 年，“光爱之家”获

评全国志愿助残阳光基地。

由义工转向“社工+义工”助残模式
2012 年，由刘江平主导的

“光爱之家”入驻长沙市社会

组织孵化基地，2013 年注册成

立助残服务中心，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以“社工 +义工”

的助残模式为困难残疾人家庭

提供能力建设、心理疏导、上

门探望等服务。

“来自社会的关爱让很多

残疾朋友开心地笑了，而专业

社工的长期关爱常常让他们感

动到哭。”刘江平说，从义工到

社工，最根本的转变是服务方

法的专业性。“志愿者可能是有

时间了就来做一场公益，没时

间就不来。”刘江平告诉记者，

他曾听养老院的院长说，有老

人在志愿者来时请院长别安排

他去接受服务，因为曾经一天

洗了好多次脚，“志愿者的行

动通常以志愿者为主，而不是

以受助者为主。”

而让刘江平觉得此事刻不

容缓的是因为一个残疾人的

离 世。2011 年 12 月底， 他 去

看望一个瘫痪在床 9 年的 30

多岁女子。因为她一直下不了

床，导致体重日益增长，其 80

岁左右的父母已经无法帮她翻

身。刘江平当时就觉得，对于

这样的残疾人偶尔的一次关怀

是不够的，需要常态化。“我正

在想办法联系残联帮她，但到

第二年 1 月 2 日，她便过世了。”

很快，刘江平就去中山大

学接受了社工培训，并拿到了

社工证。

随后，刘江平接到了民政

部“大爱之行”孤老重残疾人

关怀项目，开始为他们提供专

业的长期服务。“为他们提供

生活技能、心理疏导、家政服

务等服务。”

近年来，“光爱之家”已经

先后在长沙市芙蓉区、雨花区

等地为近 700 个困难残疾人家

庭提供长期服务。

而为了更好地为农村残疾

人提供服务，刘江平又成立了

望城区残疾人托养中心，先后

为 30 个智力障碍残疾人及家

庭提供了机构托养和居家托养

服务。

“我们还额外组织了盲人按

摩队，为这些困难人群针对性

提供定期免费按摩服务。”刘

江平介绍。

精神上的关爱和尊重更重要

■延伸阅读

刘 江 平
（ 右 二 ）
探 望 重
度 困 难
残 疾 人
家庭。

特殊情况时，刘江平（右二）帮残疾朋友抬轮椅。

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活跃着不少盲人志愿者在默默为社会付出。

扫一扫，
看盲人做公益视频

杨飞：为贫困家庭患者免费按摩

刚刚过去的重阳节，在溆浦县志

愿者关爱祖师殿敬老院老人们的活

动中，盲人杨飞为老人免费按摩的身

影尤其醒目。20岁的杨飞4 年前还

是一个放牛娃，后来在溆浦县志愿

者协会的帮助下，自立自强，学会了

盲人按摩，每月工资4000 元左右。

有了能力后，杨飞一直在联系溆浦县

志愿者协会，希望能做点什么回报社

会。除了在“99 公益日”自己捐款和

发动朋友捐款，他还承诺，以后会

愿意为有脑梗、面瘫等贫困家庭的

患者免费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