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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茹是有故事
的，故事里写满悲悯
和爱心。

冬日的残疾人双创园，无绿，
无花，却洁净，有序。院里已经停
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车辆，从外地
赶来参观采访的人很多。我发现
许多人的眼睛红红的，大家红红
的眼睛望向园中一个身穿红马甲
的大男孩。那个男孩，此刻，正像
城市清洁工那样认真地扫地，有
时坐在台阶上。

张旭，智力二级残疾，这个命
运多舛的男孩，母亲是四川人，嫁
到行唐生下他，父亲病逝，后来母
亲改嫁，继父不久也去世了。为
了生计，母亲到北京打工。智力
残疾的张旭无处安身，这时双创
园收留了他。母亲诚惶诚恐从北
京致电贾茹：孩子给你们添了太
多麻烦……

张旭的职责是园区保洁，现
在他能够熟练而尽职了，可最初
他根本不懂得该扫什么，该留什
么。人们记忆最深的、也最为揪
心的是，由于以前长期得不到照
顾关爱，在双创园的日子，他免
费吃喝，结果导致饮食无度，晚
上开始大小便失禁。贾茹考虑
过放弃——双创园毕竟不是福
利院啊，如何照顾得过来？

然而，有一天，贾茹开会回
来，张旭从远处跑来，张开双臂，
扑到她怀里，叫了一声“妈妈”。贾
茹哭了，周围人眼圈也红了……

从此，“一个也不能少”，成为
双创园的脱贫“真经”。

而这带来人们更多的质疑：
贾茹为了什么？

贾茹是有故事的，故事里写
满悲悯和爱心。

贾茹伴着父母的小卖部长
大，父母经常开玩笑：“只要贾茹
在小卖部，货物就会变少。”变少，
不是卖出去了，而是她偷偷送给
了门前衣衫褴褛的残疾人。不仅
如此，只要她在小卖部，那些乞丐
和残疾人都会自动围拢来，他们
知道，里面那个还不如柜台高的
小女孩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后
来长大结婚，贾茹在市场卖菜，每
次进货时看到残疾人或者行动不
便的老者，她都会悄悄多给人家
一些钱。丈夫有时不免会埋怨

她：“你这样做咱不就赔钱了？”贾
茹总是安慰：“没事，这个菜咱就
当不赚钱了，你看人家多可怜！”

时间久了，这个卖菜姑娘的
爱心远近闻名，而她的生意也越
做越大。办超市、开服装厂，招收
的都是残疾人。

时间流逝，贾茹的想法也从
未停滞：在厂里就业的残疾人毕
竟是少数，如何让更多残疾人都
能自食其力，活得更有尊严？有
一个地方，寄托着贾茹这样一个
梦想：残疾人需要的是发自内心
的被认可，被尊重，甚至被需要，
而不仅仅是施舍有限的衣食。她
决心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就业并生
活的地方——残疾人双创园。

这时，贾茹 42 岁，已经成为
残疾人眼中的“贾妈妈”。

贾茹身边聚集
着一群和她一样有
爱心的人。

有一句谚语：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一路走来，贾茹身边聚集着
一群和她一样有爱心的人。

园区里忙碌不停的那个青年
人，就是副园长王大志。你若以
为他是行唐人就错了，他来自省
会石家庄。7年前，作为广告公司
老总的他，经常跟着一个公益组
织四处慰问残疾人。一个偶然的
机会，大志看到一条发自行唐的
消息：帮助残疾人就业，招贤纳
士。帮助残疾人，这正符合大志
内心蛰伏着的某种理想。

是的，消息的发布者正是贾
茹。贾茹告诉他，自己想帮残疾
人尤其农村的残疾人，让他们在
家里实现就业……

“ 在 家 里 就 业 ？ 太 夸 张 了
吧？别说你在一个贫困县里，即
使在省会，又能辐射多远呢？”这
是大志起初真实的想法，但尽管
质疑，他还是特别敬佩贾茹，一位
女子，能有这种想法，多了不起！

那时刚有微信，他们经常聊
到贾茹的“奇思妙想”，越聊越
多。贾茹对大志说：“你看我这个
服装厂，一直招收残疾人，但也仅
仅是残疾人群体里极少的一部
分，还有许多的残疾人，也应该有
他们的用武之地，赚钱养活自
己！”谈不完的助残话题，越谈思
路越宽、眼界越开阔。这时，贾茹
邀请大志来行唐面谈，看他能否
到行唐来协助工作？

然而，放弃石家庄的事业，谈
何容易。“公司怎么办？”大志妻子
极力反对：“简直天方夜谭！平时
搞搞公益怎么做都行，而你要到
行唐工作，何时回来？省会的人
脉、平台还等你吗？一切都要重
新再来吗？”

大志的妻子也是公益伙伴，
若说她不理解大志也并非事实，
但是面对未来发展的不可预知
性，还是忧虑重重。可是大志却
像着魔一样，认准了助残事业。
他把公司业务无偿交给朋友，不
顾妻子的反对，一个人毅然奔赴
行唐。四年后，双创园在他们手
中诞生。

贾茹每天眉头紧锁：如果能
建一个综合性的园区，创业、创
新，又能生活，最大限度体现残疾
人的价值就好了……他们把这个
想法向行唐县委书记杨立中汇
报，杨立中又请示中国残联，得到
答复，“非常好！全国目前还没有
这样的模式，”但话题一转，“这件
事非常难干。关键是坚持，图一
时新鲜，今天干起来，明天关门，
会给残疾人造成第二次伤害。要
干，必须坚持，如果能坚持，中国
残联一定支持！”

受到肯定的贾茹和王大志，
劲头更足了！行唐县委通过优化
组合，划出一片园区予以支持。
2018 年 5 月 19 日，“残疾人双创
园”不再是“假如”，听听那一个新

鲜的名字：工疗区、农疗区、娱疗
区、康养区、励志教育区、新媒体
运营区……国内头一份儿！残疾
人在这里掌握了许多技能：缝纫、
拉花、插花、图文标注、网络直播
等。这正是贾茹当初设想的蓝
图：让残疾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工
作，去挣一份属于自己的收入，改
善生活，获得幸福。

双创园一石激起千层浪，从
央视到省、市（县）各新闻媒体轮
番报道，贾茹成为名人的同时，王
大志的知名度也在蹿升。这时，
妻子终于理解了丈夫大志为残疾
人服务的“大志”。

走在园区，我蓦然发现，无论
作为工作人员的健全人，还是各
个岗位上的残疾人，每个人的发
型都帅帅的，精致，考究，一看就
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果然，他们
告诉我，那个挺拔英气的小伙子
吴东义，就是双创园的美发师。

小吴曾自己开理发店，贾茹
经常去店里理发。谈起双创园，
小吴也像大志一样，被贾茹带领
残疾人创业的执着精神感召而加
入助残行列，“来到残疾人身边，
才懂得作为健全人是多么幸运，
而能有一个为残疾人服务的机
会，多么珍贵！”

“你的收入会有减少吧？”
“大约减少一半。”
双创园就像一块磁石，越来

越多的助残志士聚拢而来。做铝
合金门窗生意的张顺利，把生意
交给妻子，自己来到双创园；一对
东北夫妇本来在秦皇岛做服装生
意，因与贾茹长期合作，彼此友好
信任，竟然关掉门店，一家三口来
到行唐残疾人双创园……

从“授人以鱼”到
“授人以渔”，这是贾
茹多年的真切实践。

某些时候，一个人走对路了，
一群人也就走对了。

每当有人面对困难而一味慨
叹世事维艰时，人们往往劝他去
墓地走走，庆幸自己活着，珍惜生
命。此时，我建议他们要去行唐
县残疾人双创园看看、走走，那种
折翼天使们的努力奋进，对健全
人苍白的喟叹，无疑是一种别样
的激励。

这个特殊的人群，历来被称
作弱势群体，面对命运的无情，他
们也曾感叹：为何世间会有残疾
人？又为何残疾的偏偏是我？然
而他们遇到了贾茹，走进精准扶
贫的双创园后，都拥有了隐形的
翅膀，成为向着梦想奋力飞翔的

“折翼天使”。
国家级贫困县——曾是行唐

县贴了多年的标签。残疾人口占
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残致贫形
成第二大贫困群体。农村残疾人
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正是在这
片曾经并不富裕的土地上，贾茹和
她的团队带领残疾人奏响了残疾
人精准脱贫的交响曲。

靠近园区大门口的工疗区，
其实就像一般工厂的车间，人们
三三两两，并不整齐划一。王大
志解释，“园区实行灵活工作制，
因为他们家里还有残疾人、孩子
等家人随时需要照顾，临时有事，
打个招呼就可以随时离岗。”

女工张秀梅并不残疾，却有
个不幸的家庭：公公早年瘫痪在
床，两年前丈夫又因车祸高位截
瘫，孩子尚小，全家重担落在她和
婆婆身上。她来到双创园，学会
了缝纫技术，每月收入几千元，家
里有事随时请假。

迎面走来的这位高颜值女孩
宇文军霞，是双创园办公室主任，
因先天性脊柱裂安装了假肢，曾
在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获
轮椅羽毛球双打亚军。当她讲起
为付学净捐款的场景时，泪光闪
闪——在残疾人双创园，人们的
泪腺比别处发达得多，无论男女，

动辄眼角濡湿。
一处破旧的农家院，一个女

孩正在地上快速爬行。她来到鸡
棚前，艰难地立起上身，把食物倒
入鸡棚里，几只鸡蜂拥而上……
这段视频，让许多人感慨唏嘘。
那个爬行的女孩就是付学净。

其实面前的小净特别爱笑，
然而命运在1998年她出生时就布
下阴云——先天性脊柱裂导致双
足内翻，20 多年从未有机会站立
起来。她第一天去上学时，实在
无法忍受同学们异样的目光，最
终辍学。因为她，26 岁的哥哥一
直娶不上媳妇。

双创园落成，贾茹鼓励小净
走出家门。她开始在互联网就业
区从事图文标注工作，入园一个
月后，双创园联合行唐县委县政
府，又有众人捐款，成功施行矫正
手术，爬行 20 年的小净有望站立
行走。

出院后，借助工具，小净已经
能够站立了。园区免费提供食宿，
图文标注工作的月收入 1500 元。
小净欢快地说：“谁能想到，我也
能挣钱了！我也上班了！我终于有
了一个正式的工作，第一个月发
工资的时候，那感觉啊……”眼里
闪出的，是无比兴奋和激动的
泪花。

“更让我高兴的是，哥哥不久
前也结婚了。”她脸上洋溢起灿烂
的笑容。

2019 年 5 月 19 日，河北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
来到双创园，听了小净甜美的歌
声，鼓励她坚强阳光地面对生活，
她自豪地说，“我唱这首《一百万
个可能》，就是想让人们知道，残
疾人也能像其他人一样，靠自己
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终于可以憧憬生活了！“最期
待的就是陪妈妈去看大海”“特别
想穿漂亮裙子……”这时，爱情也
接踵而至：她与大男孩卢鹏恋
爱啦！

“大家好！欢迎来到行唐县
残疾人双创园，我是讲解人王玥，
今年 22 岁……”每个走进双创园
的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解说员
王玥。一周岁时患幼儿类风湿，
因误服药，身高永远停滞在八九
岁，但她在大家惊讶的目光注视
下，从容坦然地报上自己的年龄，
自信满满。

刚进双创园时，贾茹就注意
到 她 清 晰 、悦 耳 、标 准 的 普 通
话。一个偶然的机会，贾茹想，
何不把她量身打造成一个双创
园的主持人？！于是从那时起，
王玥就有了两个新身份：主持人
和讲解员。她曾三次登上行唐
大剧院，面对台下一千多名观
众，与来自电视台的主持人同台
主持。有一天，王玥骑着电动车
等绿灯，旁边的一群人突然指着
她欢呼：哎哎，你就是那个双创
园的主持人吧？我们在大剧院
见过你！

“那一刻，别提多自豪了。”王
玥胖乎乎的小脸笑成一朵花。

这几年，王玥跟随贾茹到央
视和省市电视台都录制过节目，
还作为讲解员和主持人多次接待
外宾。对于王玥，双创园是成就

梦想的地方。“贾园长经常带我们
出去玩，看风景，看人群，让我们
跟外面的世界联通……在这里，
我感觉自己根本不是残疾人。”

精准脱贫，扶志扶智，激发内
生动力，提高就业技能，从“授人
以鱼”到“授人以渔”，这是贾茹多
年的真切实践。

双创园有着专
属于残疾人的幸福
物语，他们的尊严和
自信是写在脸上的。

双创园容量毕竟有限，“扶
贫 助 残 巧 手 坊 ”就 这 样 诞 生
了 ——双创园作为辐射器，在全
县设立 70 个“巧手坊”，每个“巧
手坊”带动周围四五个村子，对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实行上门送
活、收货，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
挣钱。

2020 年春节前夕，杨立中来
到残疾人双创园，把一束鲜花献
给贾茹，闻声围过来的残疾人纷
纷鼓掌——就在刚刚，贾茹被石
家庄市命名为“脱贫攻坚拔尖人
才”。杨立中与面前的残疾人谈
笑风生，就像老朋友，还能讲出每
个人的故事：康养区的“郄大哥”
演讲第一名、王金虎主动为贾茹
分忧、尚浩那小子的腰疼怎么样
了……

对每一位参观采访者，贾茹
都会强调：大家一定不要以为这
里是福利院，相反，这里的每个人
都有他们自己的价值。

还没见识新媒体运营区呢。
从娱疗区幕后的电梯上到四楼，
仅用镜头对准楼道，汹涌的河流、
浩瀚的森林、游动着的金鱼以及
天体的奇幻玄听，让人恍然以为
来到国际大片的拍摄现场。在一
个并不大的直播间，一串串大红
枣挂在墙上——行唐是大枣文化
之乡，主播一边喝着枣茶，一边介
绍行唐大枣文化，大枣订单雪片
般飞来……

这也是贾茹下一步的理想：
扩展线上模式，通过抖音、快手、
西瓜等视频平台，直播残疾人销
售的产品，把园区模式推广到全
市、全省，甚至全国，让残疾人看
到更广阔的世界。

一个隐居在华北偏僻角落的
小园区，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瞩目，
绝非空谈。双创园有着专属于残
疾人的幸福物语，他们的尊严和
自信是写在脸上的。向善向上向
美，其实是人类内心最隐秘也最
美好的天性。园区里不见愁云惨
雾，残疾人从封闭的个体走进开
放健全的社会群体，实现了物质、
精神双脱贫。

世界上有那么多银行，哪一
家存储幸福？

如果你走进双创园，就会坚
定地相信，这里储存着残疾人的
幸福密码。对于双创园的每一个
残疾人，双创园既是幸福发生器，
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幸福储存
罐，储存着他们在别处无法找到
的尊严、明媚、阳光、活力，当然，
更有快乐和希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作
者提供）

2020 年的春节格外不同，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各地，
将人们匆忙卷入“抗疫”时间。全
国的文艺工作者们也纷纷行动起
来，运用各种方式丰富百姓居家精
神生活，帮助、陪伴大家以更好的
身心状态共克时艰、抗击疫情。中
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的“文
艺进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志愿者
网络公益课堂，正是其中之一。他
们用这种创新的文艺志愿服务形
式，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了文
艺工作的独特作用，为维持健康的
社会秩序提供了积极助力。（2 月
25日 新华网）

往常，每逢佳节都是文艺工作
者走基层、送温暖的最忙碌时刻。
到人民中去，将舞台搭在田间地头，
是文艺志愿者奉献社会、惠及大众
的具体表现。然而疫情当前，面对
面、点对点的常规形式变得遥不可
及，所幸，网络给“文艺志愿服务”品
牌插上翅膀，线上舞台和课堂成为
疫情期间实现“文艺送暖”的应急之
举，也是创新工作模式的全面探索。

尤其难得的是，新形式不但新
鲜感十足，更是格外细心、贴心。比
如舞蹈家黄豆豆的公益课堂就相当
接地气，不但从基础的一招一式教
起，甚至还有开肩、护腰小贴士，更
有对网友作业的复课点评。特别是
在教授《醉鼓》片段时，怕网友没有
鼓当道具，找来各种玩具做替代品，
并且连连嘱咐“没有鼓也不能出门
买鼓”，在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也传
递了防疫知识，像极了既有才华又
幽默感爆棚的任课老师。而青年舞
蹈家古丽米娜的课程则格外注重好
看和好学相结合，难怪留言区一片

“老师您教得太好了，我一个舞蹈小
白学了几天也有那个味了”“新疆舞
美得让人有点‘上头’”之类的留
言。上海越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徐标
新突发奇想，在抖音平台分享花式

“云练功”，既展示了演员“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 的刻苦练功情
景，又将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传递
给更多人。

网络让文艺输送的舞台更大
了，“师资水平”更强了，也让从“送”
文艺到“种”文艺的目标更贴近了。
如某网友所言，从来没想过，有朝一
日我能成为这些大咖的亲传弟子，
好比让江湖霸主给入门菜鸟指导武
功，赚翻了！

网络公益课堂还成功实现了精
准的“菜单式”服务，需要什么，打造
什么。“老师，我爱人随医院去支援
武汉了，您能不能把您刚才那首歌
的歌词帮我改下”“我试试，今晚晚
些时候请查收”“我爱人和她的同事
们都在转发传唱，特别激动，太感谢
您了”……这是发生在一位普通网
友和他的艺术家老师之间的对话，
服务当下、服务大众，真正了解百姓
心声，才是文艺志愿者不变的初心
和创作源泉。同时，网络平台的互
动性带来的即时点评功能，则让

“演”与“观”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
自己打造的节目受不受欢迎，需如
何改进，看评论就大概有了底，这对
文艺作品的创作方向有着很强参考
意义。

疫情来袭，网络平台让艺术实
现了从云端到地面的无缝对接，作
为应急作业无疑是优秀的。比如此
前，国家大剧院经常一票难求，而现
阶段的“线上大剧院”，向公众提供
的高端音频视频资源皆免费；河北
博物院常设陈列的全景漫游链接，
让大众可以换一种方式观展，将河
北历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尽收眼
底；全国各地文艺院团各显身手，特
色演出争相出现在网络上，各项服
务亲民惠民。

事实上，在即将到来的“疫后”
阶段，文艺服务的解题思路也可以
继续深入探讨，文艺工作者应该积
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新技术，线下
线上齐头并进，打造一大批能够长
期坚持、常态化开展的线上服务活
动和项目，让网络空间成为服务大
众的长期阵地和更加广阔的舞台。

隐形的翅膀（报告文学）

缓缓而行的2020年春天病了，新冠肺炎病毒诡异、狰狞，一场由它引发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华夏大地迅速打响，
这是一场无声而激烈的战斗，更是一场必胜之战，因为它是全国动员、全民参与、全力求胜的大战，任何一个人都在行动。

在华北平原一隅，河北省行唐县残疾人双创园，园长贾茹戴着口罩，淡定指挥，一箱箱“冠军米娜”口罩正在装车外运。在原材料价格
普遍上涨的情势下，双创园生产的口罩却从每只36.8元降至25.8元销售，利润损失三四百万元。同时，园区还向教师和村民定向捐赠
了2500个口罩。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贾茹又“亮”了。面对疫情，她深情而真挚地说：“以前都是爱心人士为园区里的残疾人献爱心，在这特殊
时刻，园区也要把爱心带给社会，共克时艰。”

此前，贾茹和双创园在助力残疾人脱贫攻坚的道路上，早已获得许多熠熠闪亮的光环：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全国扶贫助残模范、
“全国残疾人之家”称号……贾茹受到表彰并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央视、省市电台电视台、各大报刊媒体的追踪报道。

贾茹带领曾是贫困地区的人们，走出一条精准脱贫之路，也是一条践行感恩回报社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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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唐县残疾人双创园园长贾茹行唐县残疾人双创园园长贾茹。。

行唐县残疾人双创园
内，员工正在生产“冠军米
娜”口罩。

吴东义摄

行唐县残疾人双创园
内的新媒体运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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