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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聪、失明让他们坠入了

没有声音没有光明的深渊。 虽

然命运是不幸的， 他们却坚

信： 只要心怀信念去追求，就

会有所作为。

5

月

17

日是全国第

19

个

助残日。

16

日，记者来到市特

殊教育学校，采访了两位身残

志坚的青年。 记者真切地感受

到，只要自强不息，在残缺的

世界里同样可以描绘出精彩

的人生。

■“我不当

双重盲人”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盲

班， 记者看到一个特殊的盲

生。 之所以说他特殊， 是因

为盲班的学生都是小孩子，

但他已经

20

岁了， 而且他是

辞了高薪工作专门来学盲文

的。 这个叫石磊的年轻人说：

“一些盲人由于没机会学习，

成了视觉和文化上的‘双重

盲人’， 这样的盲人在生活中

很难自食其力。 虽然我现在

懂些按摩技术， 但我还想学

更多的东西。 要想照亮自己

的人生之路， 就必须不断学

习。”

家住鹤山区的石磊是先

天性失明，身有残疾的他一直

很向往外面的世界。 为了融入

社会，做一个有用之人，他到

郑州的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了

按摩。 学习之余，他还经常收

听广播， 刻苦练习普通话，以

更好地与他人交流。

最初一个月只能挣

300

元的石磊由于按摩技术好，

后来一个月已能挣到

1800

元。 虽然已经可以自食其力，

石磊并没有就此满足， 他还

想再自学一些按摩知识。 这

时他发现， 深入学习中医按

摩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

于是， 今年年初， 石磊辞去

了郑州的高薪工作， 回到市

特殊教育学校， 当了一名学

生， 从最简单的盲文字母学

起。 因为悟性高人又勤奋，

石磊进步很快。 他打算学好

盲文， 多看一些按摩方面的

书， 到合适的时候再开一家

自己的按摩店。

虽然眼睛看不到，石磊却

非常乐观，从不抱怨命运。 他

还经常安慰身边的盲人朋友：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对我

们说三道四，可是我们能通过

提高自身的素养来改变别人

的看法。 ”

石磊告诉记者，他一开始

学习按摩技术是想拥有一技

之长，不致成为家庭和社会的

负担。 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懂

得了更多做人的道理，明白了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对于残

疾人的重要意义。 他说：“我只

是身体的一个部位出现了残

缺，这不代表我的精神和意志

上也有残缺。 我为啥要等着别

人施舍、可怜？ 依靠自己也能

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对家庭负责的人。 ”

石磊想对所有的盲人朋

友说：“盲人应该走出家门，融

入社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

证明自己的能力。 要活得有尊

严，活得有意义。 虽然我们是

残疾人，但只要我们自己不放

弃，通过不懈的奋斗，就一定

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人

生！ ”

■用勤奋书

写七彩人生

采访胡京涛的过程，对记

者来说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

历。 胡京涛是一名聋哑人，我

们只能依靠纸笔来交流。 他告

诉记者：“虽然我是个聋哑人，

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

有正常的头脑、 健康的四肢、

明亮的眼睛。 虽然我与健康人

有点不一样，但我不会因此而

自卑！ 我会用微笑来面对这美

丽灿烂的世界。 ”

胡京涛

1

岁时， 无情的

病魔夺去了他聆听的权利。

从此， 寂寞、 孤单、 无助的

他开始在无声的世界里苦苦

挣扎， 渴望了解多彩的世界

却听不到声音， 渴望与人交

流却无法表达。 听不见说不

出虽然痛苦， 但在某种意义

上却也使胡京涛远离了喧嚣

和嘈杂， 可以静下心来欣赏

这个美好的世界。

一次偶然的事件让胡京

涛对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开始学习书画。 作为一个

聋哑人， 学习书画要克服许

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学

习的过程并不容易， 但好强

的胡京涛一有时间就找来书

法名家的字帖， 一笔一笔地

临摹， 练到深夜

12

点是常有

的事。

在学画画的过程中，胡京

涛遇到了很多困难。 刚开始学

绘画时， 由于听不见老师说

话，他对老师的讲课内容理解

得很慢， 但他却凭着一股韧

劲，一遍又一遍地理解着老师

教的内容。 很快，他的绘画、书

法、篆刻水平就超过了其他同

学，同学们也开始对他刮目相

看。

懂事的胡京涛知道自己

学习书画非常不容易，便格外

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每天学

完文化课后就在桌前不停地

练习。 在练习篆刻的时候，为

了节省材料，一块篆刻材料常

常要反复磨平。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

懈的努力， 胡京涛在绘画、书

法、 篆刻上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

1995

年，胡京涛报考了中

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系，通过

系统的学习，他的水平得到了

进一步提高，多次在全国书画

篆刻大赛中获奖，他的篆刻作

品还经常在《鹤壁日报》和《淇

河晨报》上发表。

胡京涛说，他一直以美国

盲聋作家海伦·凯勒为学习榜

样，希望自己身残志坚、自强

不息。

现在已在市特殊教育学

校当老师的胡京涛说：“虽然

我是残疾人， 但我会自强不

息，做事要和正常人一样好。 ”

信念，让他们战胜黑暗和无声
———两名身残志坚者的人生历程

晨报记者 柯其其

4

月

27

日

7

时

10

分，记

者来到山城区妇幼保健院妇

产科的时候，已经有病人在门

外候诊了，但整个楼层并没有

因为人多而显得嚣杂，无论病

人还是医生都是轻言轻语，像

是怕打扰到那些刚来到这个

世界上的小生命一样。

见过当天的值班医生侯

喜英大夫后，记者被安排到手

术室帮忙。换上白大褂的那一

瞬间， 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

记者不禁暗下决心，今天要像

一个真正的白衣天使那样尽

职尽责。

■清扫手术室

7

时

40

分，记者开始清扫

手术室。 趁此机会，记者仔细

观察了一下这个已经见证过

众多新生命诞生的房间： 一

个专用的手术台，一个摆放手

术器具的柜子，一台人流吸引

器，一个水池，以及手术专用

的照明灯。

按照侯大夫的交代，记者

开始用稀释过的

84

消毒液擦

拭手术室里的各种器具，每一

件器具都让记者感到陌生而

恐惧。 在手术台上，记者发现

了一些黄色的小包裹。侯大夫

告诉记者，这些小包裹有的是

产包，有的是环包，包裹里分

别包着做流产手术或是上环、

取环手术用的手术器具。侯大

夫告诉记者，这些包裹每次使

用过之后都要送到消毒室进

行高温消毒。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侯

大夫开始接诊了，记者就坐在

旁边负责登记病人资料，并在

侯大夫做手术时做她的助手。

记者从登记资料中发现，多数

病人年龄都不大。侯大夫告诉

记者，那些来做手术的女孩子

大部分都很敏感，所以妇科医

生除了要有扎实的医学基础，

还要用心和病人沟通。

这时，一位女士走进来直

接点名希望侯大夫给她做上

环手术，看到侯大夫在病人中

有如此高的声望，记者不禁对

她又多了几分敬佩。

■见证生命

如棉絮般消逝

之前，记者一直以为妇产

科是一个可以见证新生命诞

生的神圣的地方。 但在当天，

记者也知道了妇产科也是个

目睹小生命消逝的地方。

10

时许， 一个穿着打扮

时尚的女孩在另一位女孩的

陪同下来到手术室。像侯大夫

之前描述的那样，女孩子显得

很害羞，她低着头小声对侯大

夫说要做人流手术。记者在登

记时注意到，女孩

21

岁，已怀

孕

52

天。

在女孩躺到手术台上后，

侯大夫打开一个较大的手术

包，里面的手术针、手术刀、手

术剪和手术夹等器具在灯光

下闪着令人战栗的寒光。记者

已经忘了当时是怎样将人流

吸引器拉到手术台旁的，只觉

得两条腿在不停地打颤。

麻醉后，女孩仿佛意识到

了手术的临近，脸色一下子变

得苍白，眼中充满了恐慌。 为

了帮助手术顺利进行，记者走

到女孩跟前，轻声告诉她害怕

的话可以拉着记者的手。虽然

努力想装出很镇静的样子，可

记者的心却一直在狂跳，双手

异常冰冷， 腿也抖得更厉害

了。女孩看了记者一眼便紧紧

地抓住了记者的手，她的手更

冰冷。 虽然记者手心里都是

汗，但处于恐惧中的女孩这时

已经完全觉察不到了。整个手

术中， 女孩一直看着记者，眼

中充满了无奈。

这么年轻的女孩就要忍

受这种痛苦， 她的男朋友为

什么没来陪她？ 她的家人知

道她在忍受这些么？ 看着女

孩， 记者脑海中浮现出一连

串的疑问。 当侯医生让清洗

手术器具时， 记者才发现手

术已经结束了。 有些僵硬的

身体和满身的冷汗让记者感

觉整个手术过程很漫长， 可

看看表， 发现整个手术过程

仅有

5

分钟。

手术结束后，女孩躺在手

术台上休息。记者开始帮着侯

大夫清洗手术器具和那个盛

着刚从女孩体内吸出来的小

生命的瓶子。这时记者才感觉

手背一阵阵的疼痛，原来是手

术时被女孩抓破了。侯大夫用

一个漏勺挡在瓶口开始往外

倒液体，并一次次地用水冲洗

瓶内的物体，直到清晰地分辨

出一团棉絮般的白色物体。侯

大夫说这个棉絮状的物体就

是胚胎。 记者发现，在侯大夫

清洗胚胎的过程中，女孩无力

地躺在手术台上，却一直用眼

睛盯着瓶子。

侯大夫将絮状物倒入水

池中，用水冲走后离开了手术

室。看着消失在水池中的那团

白色物体， 记者久久不能释

怀。 一个生命的诞生需要

10

个月的孕育，而结束却仅用了

5

分钟。 而那团消失的生命，

已经没有机会再得到母亲的

亲吻，没有机会用哭声向这个

世界宣告他的诞生了。在这短

短的

5

分钟里，记者感受到的

不只是恐惧，更多的是关于生

命和责任的思考。

妇产科的其他医生告诉

记者，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做人

流手术， 很多女孩年龄都还

小。虽然现在人工流产技术已

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也很安

全， 但并不代表没有任何风

险。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多次

人工流产可能导致子宫壁变

薄甚至穿孔等，严重些的还会

导致习惯性流产，甚至终身不

孕。医生的话再次令记者

感到震撼。

跟记者聊了几句后，

医生又开始忙碌了，其他

护士也在忙着拿药、取器

具等。侯大夫说她们几乎

每天都是这样繁忙，因为

病人不能等待。

■女孩，请保

护好自己

晚上回家的路上，记者不

时会看到小孩子可爱的身影。

记者感到，他们能来到这个世

界上， 感受父母的爱和温暖，

与那些逝去的小生命相比，真

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回家后躺在床上，记者眼

前又浮现出手术台上那女孩

的眼神和那个已经消逝的如

棉絮般轻薄的生命。

原想用一段发人深省的

文字来结尾，却发现无论是怎

样的语言在今天的经历和这

样一组数据面前都显得苍白

无力。 记者很想对女孩们说：

请多爱自己一些，也给新生命

们多一点爱！

妇产科一日
晨报见习记者 周凯楠 文 /图 漫画 苗苗

本来是

想见证生命

诞生的伟大

过程， 却因

为工作的临

时变更目睹

了小生命的

提前终结。

在妇产科的

流产手术室

里见证过小

生命的陨落

后， 记者希

望更多的人

能对生命持

一份更慎重

的态度。

蹲点记者 周凯楠

记者 点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

记者（右）在擦拭手术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