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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有爱眼中有爱 心中有光心中有光
———谨以此版献给所有可爱的辽源残友—谨以此版献给所有可爱的辽源残友

在我市在我市，，有这样一个群体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身残志坚他们身残志坚，，向上向善向上向善。。他们就是有他们就是有
不同程度肢体残疾的残疾人朋友不同程度肢体残疾的残疾人朋友。。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又形成了一个组织又形成了一个组织，，弘弘
扬人道主义思想扬人道主义思想，，发展残疾人事业发展残疾人事业，，代表肢残人共同利益代表肢残人共同利益，，反映肢残人反映肢残人
特殊需求特殊需求，，为肢残人服务为肢残人服务，，维护肢残人合法权益维护肢残人合法权益，，促进肢残人平等促进肢残人平等、、充充
分参与社会生活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这个组织就是辽源市肢残这个组织就是辽源市肢残
人协会人协会。。近年来近年来，，辽源市肢残人协会在市残联的正确领导下辽源市肢残人协会在市残联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在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带领残疾朋友听党话带领残疾朋友听党话、、感党恩感党恩、、跟党走跟党走，，让残友们让残友们
过上衣食无忧生活的同时过上衣食无忧生活的同时，，提升思想境界提升思想境界，，改善精神面貌改善精神面貌，，丰富文化活丰富文化活

动动。。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将辽源的人文关怀和奉献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辽源的人文关怀和奉献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充分证明了辽源残友眼中有爱充分证明了辽源残友眼中有爱、、心中有光心中有光。。

59 岁的王冬梅，肢体
四级残疾人，现任辽源市肢
残人协会主席。

上世纪 60年代，王冬梅
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祖籍
山东的父亲是参加过解放战
争和抗美援朝的老革命。

1964年，王冬梅出生于公
主岭市石岭镇。虽然是先天性
胯关节脱臼，但作为父母的第
一个孩子，她依然被视为掌上
明珠。

1972年，父母带八岁的王
冬梅到医院治疗，想把她的先
天性胯关节脱臼治好。但事与
愿违，不但治疗失败，还导致了
败血症，差点失去了性命。

1984年，由于父亲工作
调动，20岁的王冬梅和 14
岁的妹妹随父母来到辽
源。

虽然先天有腿疾，但
王冬梅性格活泼开朗，聪
明好学。虽然小时候也
时常遭遇小伙伴的嘲讽
和戏弄，但哭过之后，
她依然对生活充满无
限希望。

虽然学习成绩
好，但当时的政策，
残疾人不允许参加
高考。不得已，她
只能放弃学业，被

安置到军区大院的军人服务社
工作。

天生聪明能干的王冬梅在
哪都是排头兵。那个时候，她的
领导能力就凸显出来。

2005年，军人服务社改制。
2006 年，王冬梅参加了全

市公益岗考试并以笔试第一的
成绩成为了龙山区翠湖社区的
一名社区协理员。工作的变换，
王冬梅并没有生疏感。她用热
情和乐观感染、感动着身边的每
个人。

社区合并后，2013年，王冬
梅又开始担任新兴社区残疾人
协理员，任职期间工作兢兢业
业，曾荣获“优秀社区工作者”等
称号。

同年，在市残联换届选举中
被推选为辽源市残疾人联合会
副主席、辽源市肢残人协会主
席。至今已连任三届。

十几年来，她履职尽责，真
抓实干，克服家庭和自身疾病等
诸多困难，团结带领广大残疾人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
人和残疾人事业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法律法规知识，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培养积极向上精
神风貌，大力弘扬正能量，鼓励
和引导残疾人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每年他都组织开展残

疾人技能培训和各类文体活动，
充分发挥残联与残疾人纽带作
用，做残友们的贴心人。她有一
种不服输的劲头儿，凡是残联部
署的工作都做到认真思考，严谨
细致，注重实效。

2017 年，她又被市图书馆
聘为视障阅览室管理员。依托
这个工作便利，她定期组织盲人
朋友开展盲文学习，盲用电脑培
训，举办诗歌、阅读、观看无障碍
电影、演唱会等活动。充分利用
视障碍阅览室带动各类残疾人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
陶冶残疾人情操，锻炼残疾人体
魄。

现在，王冬梅在辽源市残友
圈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因
为大家谁有个大事小情，只要她
知道，或是找到她，她都会积极
主动出谋划策，倾力相助。大家
也亲切地称她“王姐”。她是大
家心中的知心人。也因此，她被
广大残疾人称作“最美大姐”。

担任辽源市肢残人协会主
席十几年来，共带动近二万人次
残疾人参与社会活动，让残疾人
都能走出家门，切实感受党和政
府及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增强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有
付出就有回报。她还曾荣获“辽
源好人”“扶残助残先进个人”和

“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56岁的刘亚林，肢体
四级残疾，现任西安区肢
残人协会主席。

刘亚林是土生土
长辽源人，先天性脊柱
弯曲。

7岁之前的刘亚
林是个聪明健康的
男孩子，身高、体重、
肢体一切正常。但
7岁之后，他的身体
开始发生变化。同
龄的孩子不断长
高，刘亚林的脊柱
则开始出现弯曲，
同时身高也长的
缓慢。最终，医院
给出诊断，他属先
天性脊柱弯曲。
之前，看似健康的
他，只是病状还
不明显。

刘亚林从小
就聪明伶俐，从
小学到初中，学
习成绩总是名列
前茅。中考，他也
顺利考上高中，但
当他得知残疾人
不能考大学（当年
的政策）时，果断
放弃了读高中，去
了街道经营的福
利厂当了一名更
夫。每天拿一元
零二分的工资。

1990年，在福
利厂刘亚林与同是
肢体残疾的妻子相

识、相知、相爱并结婚生女。
由于更夫是晚上上班，

他遍利用白天的空闲时间
出租三轮摩托车拉活补贴
家用。

2000年，福利厂改制解
体，刘亚林不等不靠不抱
怨。他身兼多职。一边出
租三轮摩托车，一边学习裁
剪，也卖过雪糕，打过零
工。总之，为了家庭，为了
给女儿更好的生活，他一直
努力奋斗着。

在刘亚林夫妻的正确
教导下，女儿从小也是阳光
自信，乐善好施，且学习成
绩始终名列前茅。女儿读
初中时，一个同学丢了20块
钱，吓得不敢回家。于是，
女儿就回家向刘亚林要了
20块钱，借给这个同学。女
儿的理由是，不想同学回家
被打骂。她知道，她的父亲
刘亚林肯定不会不借。后
来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吉林建筑大学。毕业后工
作生活也都定在了长春。
现在已是一级造价工程师
且早已结婚生子，刘亚林也
因此当了姥爷。

2006年，市残联公开招
聘社区残疾人协理员的公
益岗位。刘亚林夫妻二人
双双报考并被录取。成为
了西安区安康社区的残疾
人协理员。从此，夫妻二人
也算是端上了“铁饭碗”。
有了稳定工作的夫妻俩，更
加知足，感恩。工作期间，

他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为残疾居民雪中送炭，为普
通居民锦上添花。赢得了
所在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
一致好评和认可。

2010年，西安区棚户区
改造，阳光新城地块拆迁。
刘亚林家对政府给出的拆
迁协议，完全接受，第一时
间在协议上签了字。事后，
有人说他傻，作为残疾人家
庭，完全可以以此为由，多
争取些利益。但刘亚林却
说：“我们家今天的幸福生
活都是党和国家给的，已经
很知足，很感恩。所以，如
果再提，就是无理要求。”

2017 年，50 周岁的刘
亚林，通过劳鉴，提前病退。

2020 年，疫情来袭。
已经退休的刘亚林第一时
间返岗。主动开自己的私
家车承担起了社区搬运物
资、核酸送检等工作。此
时，他又将自己是身体置
之脑后，尽管每天楼上楼
下跑，尽管回家都浑身是
汗，腰背疼得钻心，但第二
天他依然斗志满满地投入
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

当记者与刘亚林联系，
说明想采访他时，他一个劲
儿地说，自己很平凡，也没
有什么可报道的感人事
迹。但事实上，刘亚林就是
数十万勤劳善良的辽源人
缩影，更是辽源肢残人队伍
中的典型代表。他的身上
有满满地正能量。

弯曲的脊柱 不屈的脊梁
——记西安区肢残人协会主席 刘亚林

49岁的赵红宇，肢体四级残
疾（因病致残）。没有轰轰烈烈
的事迹，没有闪亮的身份名片，
虽然曲折的生活中夹杂着诸多
不易，但她却过得有滋有味。她
用乐观向上和坚强勇敢，向世人
诉说着“微笑的女人最美丽”。

1974年，赵红宇出生在东辽
县一个普通家庭。已有一个儿
子的父母，看到女儿的出生，喜
出望外。

赵红宇从小健康活泼，聪明
好学。长大后身材高挑，肤白貌
美。

1992年，她成为吉化系统一
名工人。

2000年，她与丈夫结婚。婚
后一年，儿子出生。幸福的三口
之家过着平淡而温馨的生活。
但这样的幸福没有一直持续。
在2013年，戛然而止。

2013年，赵红宇发现自己的
双腿经常疼痛，而且有时知觉不
够灵敏。起初没太在意。但因
为当时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子

“生长痛”到医院检查，结果，顺
便检查出赵红宇是双侧股骨头
坏死。

噩耗传来，赵红宇没有被击
倒，反而是振作起来，拄着拐，趁
着腿还有反应，去驾校学车考驾
照。连续跑了几个驾校，一看她
拄着拐来，纷纷都拒绝了。后
来，终于遇到一个驾校肯耐心听
她的故事和解释，最终，知道她
是刚发病且腿还有知觉，这才肯
接纳她。虽然拖着病腿，但是赵
红宇学的认真投入，驾考时，科
一、科二、科四都是满分一次过，
科三路试虽然考了三次，但最后
车技也是到了熟能生巧的地步，
胸怀坦荡地拿到了C1驾驶证。

此前，赵红宇一家三口一直
和公婆老少三代一起生活。得
病之后，她依然尽力照顾着全家
老小的生活起居。

赵红宇股骨头坏死的几个
月后，公公被查出癌症。之后，
赵红宇便忘记自己也是个病人，
加倍地悉心照顾着公婆。

2015年，在公公去世前夕，赵
红宇更是日夜守在身边，让公公
在关怀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2019年，做生意的丈夫突然
脑主干出血并留下了后遗症。

那一年，儿子正在读高三准

备高考。
此时的赵红宇，依然挺了过

来，没有被击倒。照顾住院的丈
夫，陪伴高三备考的儿子，伺候
脑血栓的婆婆……家里家外，虽
然马不停蹄，但她却忙中有序，
乐此不疲。

2020 年以后，孩子上了大
学。婆婆去了哥哥家，丈夫的身
体也逐渐有所好转，赵红宇好像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她积
极参加社会活动，主动为残友做
贡献。曾先后参加市残联举办
的面点制作、电脑应用、网络直
播及插花等技能培训并以优异
成绩取得相关证书。此外，还代
表辽源肢残人去省里学习咖啡
冷饮的调冲技能。回来积极传
授残友们学习内容和心得体
会。此外，她还自学了葫芦丝，
经常与残友们到公园、广场一起
演奏、唱歌。在肢残人协会组织
集体活动时，她也总是默默地充
当螺丝钉。搬运物资、收拾垃
圾、给残友喂饭……只要她能做
的，都会尽力做。

有人说，赵红宇像是一束向
阳花，执著、勇敢地追求着生活中
的幸福和美好。她对亲友忠诚、
热爱生活、默默奉献。也有人说，
她就是一个小太阳，用自己的光
芒照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曲折的生活甜甜地过
——记市肢残人协会会员 赵红宇

52岁的刘铁燕，肢体三级残
疾,属后天因摔伤致残。

1971年，刘铁燕出生在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的第四个
孩子，父母的小女儿。

4岁之前的刘铁燕是个健康，
漂亮的孩子。白白的皮肤，大大的
眼睛。获得全家人的无限宠爱。

由于父母都是教师，注重孩
子的教育，同时家中也没人照顾
她，因此，刘铁燕两岁多就被送到
了幼儿园。4岁时的一天，在幼儿
园摔倒，导致脊柱侧弯。从此，她
落下了肢体残疾。

此后，逐渐长大的刘铁燕，越
来越懂事，也越来越自强。虽然家
里人更加疼爱她，但是她却不想要

“额外”的关照。她时刻告诉自己，
自己的事情尽量自己做。

1992年，中专毕业的刘铁燕
决定自己创业。21岁的她承包了

辽源煤校（现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的校内商店。从此，她自食其力，
没再花过家人钱。

1996年，25岁的刘铁燕经人
介绍，与健康的丈夫相识、相知、相
爱并结婚生子。

结婚之初，夫妻俩共同经营
学校商店。

2000年，他们开始经营一家
饮料厂，也逐渐地积累了一定的财
富。

2006年11月，通过公益岗位
招聘考试，刘铁燕成为了西安区裕
明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从事社区
内残疾人相关的各项基础工作。

有了“公职”以后，刘铁燕的
事业心再次被激发。

2007年7月，她参加全市“社
区康复暨盲人定向行走”培训班
并获得证书；2008年 11月，参加
省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专职委员骨

干培训班并获得证书；2009年 5
月，参加省残联组织的残疾人工
作方式方法、康复就业和社会保
障培训并获得证书；2012年2月，
社区改革,除残疾人协理的本职工
作外还兼任社区的第二网格的网
格员工作；2012年 12月 21，她取
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2013年5
月，她获得吉林省体育局颁发的

“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2014年4月，因出色的工作能力，
她被调到西安区残联就业部工
作；2019年、2023年连续两届担任
西安区残联肢残人协会副主席；
2020年度获得辽源市图书馆颁发
的文化志愿者工作突出贡献荣誉
证书。

虽然，2021年 11月，年满 50
周岁的刘铁燕正式退休。但疫情
期间，她却退休不退岗。一直在
西安区安家街道从事扫码测温工
作。

身材弱小的刘铁燕，为人处
世却像她的名字一样，聪明伶俐、
坚毅豁达、安定快乐、刚正不阿。

顽强改写命运 豁达温暖他人
——记西安区肢残人协会副主席 刘铁燕

26岁的王维康是市残联组
宣部的一名科员，市肢残人协会
副主席，三级肢体残疾（因意外
车祸致残）。

1997年，王维康出生于东丰
县。白白胖胖，可爱健康。是全
家人的心肝宝贝。

2004年，爷爷骑自行车带着
7岁的王维康外出，路上被一辆
大挂车撞到，为了保命，截去了
大半个左臂。从此，王维康成了
独臂男孩。

为了养身体，王维康休学两
年，直到 9岁，才回到校园，重返
课堂。

虽然小学一年级中途休学，

还失去了一只胳膊，但小小的王
维康格外的坚强、懂事。重返校
园课堂以后，他认真听讲，用心
学好每一门功课。因此，他很快
的重新适应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2018年高考，王维康以优异
的成绩顺利考入长春科技学院。

2022年，王维康参加了当年
的公务员招录考试。并以优异
的成绩被辽源市残联录取，成为
了一名公务员，由此“上岸”。

刚参加工作之初，因为王维
康是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所以没
有工作经验，但他勤奋好学，多
听多问。领导分配他倒组宣部
做宣传相关工作。起初，学理科

的王维康有点儿压力。因为宣
传工作难免要经常与文字打交
道，同时还要了解并掌握新闻稿
件的基本写作要求。为此，他把
压力转化为动力。从新闻写作
基本要求开始学，从新闻消息稿
开始尝试着写。写完再请单位
相关领导审核。不合适的地方，
改，改了不行，再改，一遍、三遍、
五遍……直到合格为止。现在，
王维康不仅能轻松地写出像样
的新闻通稿，而且还将“辽源市
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做得有模有
样。

王维康工作态度积极上进，
对于领导安排的工作任务总能
超预期的提前完成。因此，赢得
了市残联广大干部职工的一致
认可和好评。大家纷纷点评这
个年轻人，眼中有爱，心中有光。

肢残人的楷模 青年人的榜样
——记市残联组宣部科员、市肢残人协会副主席 王维康

励志老大姐 残友知心人
——记辽源市肢残人协会主席 王冬梅

市肢残人协会组织残友参观南部新城

残友们参观辽源市博物馆，了解家乡历史

市肢残人协会庆祝第三十三次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

残友们参加阅读分享会

建功新时代——残友参观辽源市博物馆

残友参观市博物馆残友参观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