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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当 一 股 刺 骨 的 风 刮 过 我 的 脸

颊，冬天的脚步渐渐逼近了邵阳这

座城市。看着被风卷起的漫天黄叶，

我的思绪也回到了那年冬天，那个

我将铭记一生的日子……

那年大伯开了一家米粉店，生

意非常火爆。店里只有我大伯大娘

和堂弟在工作，经常会忙不过来，因

此我一放假或是有空闲时间就会去

店里打下手，忙完后也总能收获一

碗热腾腾的米粉。那天，雪堆了厚厚

一层，狂风不知疲倦地刮着，店里没

什么人。毕竟没人会愿意冒这么大

的风雪来吃一碗米粉吧，我这么想

着，百无聊赖地看着外面的雪。

蓦地，店里进来了一位奇怪的

客人，他约莫四五十岁，穿着一件略

显臃肿的黑色大衣，双手缩在袖子

里，头上戴着一顶样式老旧的毛线

帽。进来时，他还不停跺脚、哈气。大

娘看见他，连忙招呼着问他要吃些

什么。他先是笑了笑，然后眯着眼看

起了菜单。过了会儿，他说:“要一碗

粉，加木耳豆腐。”大伯听后问道:“大

碗还是小碗？”他犹豫了一下，小声

说:“小碗吧，我给现金。”随即他便在

大衣口袋里掏了起来。当看到他用

龟裂的手指颤巍巍地拿出一张破烂

的五元和一枚硬币时，我心底不由

一惊。他似是有些不好意思，脸颊逐

渐升起两抹红晕。

大娘好像看出了他的不自在，

笑着接过钱，说道:“过去找个位子坐

吧。那边有热水，可以自己去接。”他

一边道谢，一边坐了下来。

我感到有些奇怪，自始至终都

没见他露过左手，就连掏钱那么费

劲时，他也只是将右手使劲从口袋

里拔出来，并没有用左手辅助。我这

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他去端做好的

粉。领餐口旁边放了一张桌子，上面

摆着的是一些小料，如葱、姜、蒜之

类。我看见他走到那，犹豫着，似乎

想要加点什么，但最终没有加任何

东西。到了用餐桌旁，我将附赠的醋

包和酱油包递给他，说一句：您慢

用，这是小店附赠的。他十分感激地

用右手接过。这时，我才看清了，他

的左手光秃秃的，没有手指头，怪不

得他不想让人看见。

他在接过料包后，用左肢将其

按在桌上，右手去撕边缘的缝合线，

但撕得十分吃力，且可能会将料汁

洒到桌上。与料包的这场斗争败下

阵来，他有些尴尬地埋头吃起了粉。

我转身冲进了后厨，翻找出一

把剪刀。我把它拿到水龙头下仔细

冲洗了一遍，又用纸巾擦干，快步走

到他面前，说:“叔叔，我帮您剪开料

包吧。”他愣怔地看着我，不一会儿，

浑浊的眼睛迸发出明亮的光彩，说：

“好，好，谢谢你啊，小妹妹。”我微笑

着回答:“不用谢，这是我该做的。”

外面风雪渐渐停了……他要离

开时，脸上又挂着熟悉的笑容，大声

说:“这次谢谢你们了，下一次我还来

你们家呷粉。”我们笑着热情地和他

挥手作别：“欢迎再来。”堂弟问我为

什么要找剪刀，直接撕开不行吗？我

说:“因为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用健全

的手指帮他，这可能会唤起他一些

痛苦的记忆。”经过这件事，大伯决

定将醋包和酱油包改为瓶装的醋和

酱油，放在每个餐桌上，并将放小料

的桌子扩大。

近些年来，邵阳大力开展助残

活动，关爱残疾人设施陆续增加，

还对残疾人家里进行了无障碍改

造。周围的人们，对残疾人的关爱

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即使在严冬，

这座湘西南的小城也是暖意融融，

因为这座友善的城市中有许多友

好的人。

     （指导老师：黄媛）

穿 过 风 雪 的 米 粉
邵阳县第一高级中学早培部 z2203 班 罗旭云

我从小就明白自己跟别的小孩不太

一样，我耳朵听不见，但除此之外，我能做

其他小孩能做的所有事。我能看书、写字，

用手语跟同学老师交流，还能在操场上跑

跑跳跳。虽然听不见风声，但我能感觉到

风。虽然听不见音乐，但我能欣赏舞蹈。我

很幸运，有家人陪伴，有老师帮助。虽然世

界对我有点不同，但还是挺美好的。

虽然我是一位听障残疾人，但我也

渴望成为那束温暖他人的阳光。每次看

到有人需要帮助，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伸

出援手。有次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老奶

奶拄着拐杖，站都站不稳，我就立刻站起

来让座给她。看到老奶奶安然入座，看到

她脸上的笑容和赞许，我的心里如同被

甘蜜滋润。

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在公园散步，看

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叔叔，努力用手推动

轮子往坡上走。他脸上带着微笑，但眼神里

有点儿不容易看出来的辛苦。妈妈快步上

前，握住了轮椅的把手。那一刻，我心里突

然有种说不出的感动。我想，如果每个人都

能伸出援手，哪怕只是小小的帮助，也能让

别人感受到世界的温暖。

一个对残疾人很友好的城市，该是怎

样的呢？当我们走在干净整洁的街道上，

看到盲道畅通无阻，那就是对视力障碍者

最贴心的关怀；当我们走进公共场所，发

现电梯、卫生间等基础设施都配备了无障

碍设施，那是对行动不便者最大的便利；

当我们穿行于拥挤的人潮，看到越来越多

的弱势群体得到搀扶和指引，那便是这个

世界开始变得色彩斑斓的美好……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一

点点爱，邵阳城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指导老师：曾中梅）

建友好城，做友善人
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启音部 26 班 颜思琪

孩提时代，爸妈常在我耳边轻

语：“闹闹，你可以调皮捣蛋，也可

以不出人头地，但一定要做一个正

直、善良的人！”那时的我，虽懵懂

不 解 其 意 ，却 在 爸 妈 的 言 传 身 教

下，学会了为小区的独居老人送去

温暖，为山区的孩子捐赠衣物和书

籍……而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享

受到了正直、善良带给我的愉悦和

快乐。

记忆尤深的是 2018 年 9 月 8 日

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作为一名

小记者，参加了由邵阳日报小记者

协会携手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在市

松 坡 图 书 馆 举 办 的“ 推 进 融 合 教

育，关爱残疾儿童”公益项目启动

仪式。那一刻，我懵懂的心灵被一

股无形的力量深深地触动——原

来，在我们身边不仅仅有山区的困

境儿童需要我们的关心和帮助，还

有一群不幸的残疾儿童，这些折翼

的天使更需要我们倾注关爱与温

暖！仪式结束后，我毅然决定加入

下一次的“关爱残疾儿童”福利院

之行，并恳请妈妈用我的零花钱为

福利院的小朋友们购置一批御寒

衣物。9 月底，我如愿以偿带着满

载爱心的衣物鞋袜，在报社老师的

陪伴下，迈入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的大门。

院内，残疾儿童们或坐或站，稀

稀疏疏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们身

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皂香和孩

子的体香。当我和报社老师走进房

间时，孩子们的眼神瞬间就亮了。

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期待、好奇和

喜悦。面对小朋友们那一张张稚嫩

的脸庞，想到他们因残疾而无法感

受世界的多彩与美好，我的眼眶不

禁湿润了！捐赠结束后，我与一位

“唐氏宝宝”结下了不解之缘。每个

周末，我都会和家人一起去看望他，

带上小零食、新衣服、故事书或新玩

具，与他共度欢乐时光。

如今，邵阳市的助残活动如火

如荼，这座洋溢着爱与温暖的城市，

正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做友善人，建

友好城”的深刻内涵。我也积极参与

其中，用实际行动践行“建友好城，做

友善人”的誓言。

   （指导老师：李爱霞）

献一份爱心 守一片天空
邵阳市七中 2213 班 仇润泽

如果说经济建设是城市的“筋骨”，

那么友善与关爱便是城市的“灵魂”。在

邵阳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能成为给残

疾人送去光明与温暖的一盏灯。如何把

邵阳建设成一座对残疾人友好的城市？

我们需要怀抱善意，理解并尊重他们，为

他们创造充满爱心的人文环境。

残障人士需要的从来不是社会的同

情和怜悯，而是大家的尊重。

我们班一个同学，患有先天性听力障

碍，十分自卑，但酷爱写作。在助残机构的

帮助下，他不仅学会了更好地与人沟通，

也通过网络参加文学创作比赛并屡获奖

项。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身体有缺憾并不

可怕，关键在于社会能否给他们提供足够

的舞台与支持。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学生

而言，也要学会欣赏与帮助身边这样的

“追梦人”，将对他们的友善化为具体的鼓

励。

一座城市的温度，往往体现在对弱

势群体的关爱程度。

      （指导老师：刘攀）

让城市升温
洞口县山门镇中心小学 曾沛琪

在邵阳城西有所不一样的学校——

新渡“普特融合”学校，学校里有一群特殊

儿童。学校经常组织各种活动让特殊儿童

参与进来，让他们感受到接纳和温暖。在

积极包容性的教育环境中，我们和特殊儿

童一起快乐地学习、玩耍和成长。

“生活中有哪些图形呀？来，明明（化

名）你来试一试……”在美术课上，肖老师

正带着孩子们认识图形。在她的引导下，

有着肢体残疾的明明抬起头回答道“长方

形”。虽然只是简单的几个字，肖老师也会

毫不吝啬地对明明竖起大拇指。每次明明

回答问题，老师都会给予他大大的鼓励，

明明也变得越来越自信。老师告诉我们要

照顾好明明。我们下课的时候都会主动过

去和他一起玩，如果他有什么需求，我们

都会给予帮助。

明明身上的衣服总是干净整洁，脸

蛋也白里透红，眼神里没有任何忧愁。他

虽然不能正常行走，但是在他身上我看

到了健康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

不一样的生命，一样的精彩。不管是

有残疾的明明，还是普通的我们，都像天

上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在邵阳市积极

助残和关怀友善的氛围中，我们被大家

保护和关爱着。我相信，每个孩子都将快

乐地长大。

      （指导老师：肖雯）

不一样的星星
大祥区新渡小学 1902 班 曾杨

我的同学小陈，因为智力发

育迟缓，生活学习中经常显得与

众不同。上课时，他总是一脸茫

然地望着黑板，即使是最简单的

加减法也要反复用手指数很久；

吃饭时，筷子总是握不稳，饭粒洒

得到处都是……有一天小陈因为

不适，在座位上吐了。当时大家

都在操场上做课间操，等我们回

到教室看到这一幕时，没有人惊

呼，没有人抱怨。班长轻声说了

句“我来收拾吧”，立刻就有同学

递来拖把和抹布。有人顺手倒来

温水给小陈漱口，还有同学自然

地打开窗户通风。整个过程仿佛

演练了无数遍，却又是那么随意

自然。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人性

最温暖的光辉。

走出校园，我常在街头巷尾

看 到 形 形 色 色 需 要 帮 助 的 残 障

人士，有拄着拐杖艰难穿行的老

人，有坐着轮椅独自等候的年轻

人 。 每 当 此 时 ，我 就 会 想 起 小

陈，想起我们班那份自然而然的

善意。这让我明白，一个真正友

好的城市，不仅需要完善的无障

碍设施，更需要每个市民心中那

份不经意的善意。真正的友善，

是发自内心的随手相助，是不求

回报的举手之劳。

   （指导老师：贺秋红）

播种善意，收获温情花开
隆回县万和实验学校七年级 214 班 宁可心

我八岁那年，家中来了一位特别的

客人。这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男孩。他和

我差不多大，但一次意外却使他再也看

不到世间万物。那时的我站在门边，默

默地关注他，偷偷看着他泛白的双眼，在

他悲伤无助的表情中看出了几丝无奈。

三年后再见他时，他已经“脱胎换骨”。

这个双目失明的男孩在社会各界的帮助

下学会了盲文，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

“你的眼睛是快好了吗？”我十分好

奇地问。他很是镇静，缓缓睁开眼，说：

“这病好不了，但只要我觉得自己过得好

就可以了。”他随即又将笑容挂在脸上，

说：“其实我觉得盲也是一人之所长，无

论做什么都不用看他人的脸色，这不是

也挺不错的吗？”我沉默了。他继续温和

似水地笑着说：“我的心理老师说：‘人的

一辈子中定有被黑暗笼罩的时刻……只

要度过黑暗就能迎接万缕晨光。’与其自

怨自艾，不如乐观面对。”

此时，我不禁想到了史铁生、海伦·

凯勒、霍金……他们都身残志坚，在各自

的领域闪闪发光。命运为他们关上了健

全的窗，但他们不囿于困境，以不屈的意

志、不懈的毅力、进取的态度，拥抱美好

与未来！

让我们用善心去感知世界，用行动

去传递温暖，将邵阳建设成一座充满爱

与希望的友善之城。

     （指导老师：杨博涵）

黑夜后是万缕晨光
邵阳市第七中学 2410 班 蒋翼

扫二维码，阅读更多获奖作品。

“建友好城，做友善人”青少年征文选登
编者按：2025年5月18日是第三十五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是“弘扬

自强与助残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及指示批示精神，邵阳市残疾人联合会、邵

阳市教育局面向全市举办了以“建友好城，做友善人”为主题的青少年

征文比赛。活动开展以来，各级残联、教育局和学校积极组织青少年学

生参赛，共有 1920篇征文作品入围。经专家评审组严格评选，最终评

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30名、三等奖50名、优胜奖300名，优秀指导老师

40名，优秀组织单位20个。现将一等奖作品择要选登，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