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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莉：轮椅上的爱心天使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是
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摘自雷锋日记)。

雷锋精神如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一样散发着时代的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当下，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在默

默继承发扬着雷锋精神，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温暖、帮助着别人。 ——— 编者按

记者：离你受伤已经过去18年，现
在是否还经常回忆起那一天？

张文莉：(微笑着摇了摇头)相比刚
受伤那会儿，我现在已经不太回避这个
问题了，因为它是事实存在的，不光是
我，我的家人，周围的亲朋好友都必须
面对它。1994年的8月4日，我生命中最
黑暗的一天。(深吸一口气)那天下午，
我和几个朋友到鲁南电厂的一个室外
游泳池去游泳，练习跳水，我跳前两次
都没事，第三次跳的时候，为了让自己
的跳姿态更好看更漂亮些，就跳的比较
高，没想到……(张文莉用手拍了拍自
己毫无知觉的双腿)

记者：当时的伤情怎么样？
张文莉：我是头部直接撞到了水池

的底部，造成脊髓五、六节粉碎性骨折。
诊断结果是高位截瘫，医生说今后能坐
住轮椅就属于幸运的了。当时我连脚指
头都无法动弹。大夫仔细检查了腿到脚
的每个关节，告诉我说：“你将无法再站
立起来……”(沉默)我哭了整整一天。
那一年我只有26岁。

记者：听说你一开始是非常排斥轮
椅的？

张文莉：是，非常排斥！甚至不愿意
看到轮椅。我之前是个体育老师，身体
非常棒，就这样一下子瘫倒了，再也站
不起来了，那种心理的落差是别人无法
理解的。我不愿意出门，讨厌和别人交
流。1994年到1997年，是我人生中最黑
暗的三年。

记者：在你们的爱心团队
QQ群里，有网友统计，你们一
年搞了58项救助活动？

张文莉：一开始我们没有
进行过具体的统计，现在一算还
真不少。其实光靠我自己根本不
可能完成，很多的网友都在参
与，默默付出。现在团队里已经
有500多人，还有不少爱心人士
参与进来。我们只想尽自己的微
薄之力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我们已经定做了50台轮椅、
20个手杖、25个助行器，到时候

发给有需要的残疾人。
记者：听说你一开始还开

通了“文莉热线”？
张文莉：那个热线已经不怎

么开了。我开通热线的目的，是
想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劝慰
像我一样的残疾人能够重新

“站”起来，给予他们一些心理疏
导，或者交给他们一些康复训练
的技巧。但是后来打进电话，大
都涉及一些情感类话题，这是我
不想也不愿意听到和涉及的。

记者：当初怎么想着走上

爱心捐助这条路的？
张文莉：2008年打完残奥

会回来之后，我被邹城市生命
关爱协会聘为“爱心大使”。
2010年的11月，通过募捐我们
为鱼台一位残疾人安装了一个
假肢，花了9800元。当时朋友
说，搞活动要起个名字吧，就起
了个“文莉爱心在行动”，给团
队起了个“文莉爱心团队”。我
想用我的经历去鼓舞更多残疾
人朋友去实现人生的价值，也
是我人生价值的另一种体现。

记者：在这条路上累么，有
没有什么困难？

张文莉：累，但是内心很快
乐。作为一名残疾人，我更懂得
需要怎样的关怀和理解。我家里
的生活也不宽裕，但是当我真正
走到农村去，发现比自己艰难的
残疾人家庭还有很多，只要自己
还过得去，就尽量挤着一点钱去
帮帮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
资金。我们总不能光靠到处去募
捐，下一步还是希望能借助一

些做的比较好的民间爱心团体
的基金，争取到这些基金去做
一个善事。

记者：听说你给一个生病
孩子捐助接受采访时哭了，为
什么？

张文莉：对，对。当时就觉
得很羞愧，自己又没做什么，还
远远不够。后来朋友劝我说，宣
传你只是为了让更多地人参加
到爱心团队中来，献出更多的
爱心。

记者：有没有什么困惑？下
一步有什么打算？

张文莉：我发现个别受助
者不自觉，胃口越来越大，不再
像原来单纯，总是想变着法地
问你要钱，或者光等着别人来
资助。对于将来，我也没给自己
和团队设多大的目标和理想，
尽心尽力去做，和团队里的人
一起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就
挺知足了。给予人帮助，内心是
快乐的。

和其他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不同，张文莉走过了不同的路：摆
脱难过自卑，挑战命运和自己，从一个“折翅的天使”到坐在轮椅
上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的唯一一名女性轮椅橄榄球运动员，
张文莉用常人难以坚持的毅力走上了与命运抗争的路；2008年参
加第十三届残奥会归来，她被邹城市生命关爱协会聘为“爱心大
使”，从此走上一条助残助学扶老的爱心之路，并成立了用她自己
名字命名的“文莉爱心团队”，一年多的时间就救助了112个家庭，
113名贫困学生。

2月29日，张文莉一只手臂上打着点滴，另一只手则不停地在
电脑上敲打着，“这是我们为‘轮椅上的梦——— 给我一双有力的翅
膀’大型公益活动，收集上来的需要救助的残疾人资料，我还要一
一进行筛选。”张文莉微笑着告诉记者，由于前段时间的过度劳
累，她已经连续输液一个星期。

生命中的黑暗三年
“1994年的8月4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只是普通的一天，然

而这一天对我来说却是黑色的，它是我命运的分界线。”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
“我也没给自己和团队设多大的目标和理想，尽心尽力去做，和团队里的

人一起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就挺知足了。”

轮椅上的爱心路
“身为残疾人，我得到很多好心人的帮助，那种帮助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鼓

励着我向前走。现在，我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听说你是在去报考残疾人篮
球运动员的时候，被推荐去参加残疾人
橄榄球运动的？

张文莉：恩。2011年康复训练回到
家中，我觉得我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
呀，经过再三考虑，回到了原来工作的
技校，负责分发报纸和信件。同时还在
一家残疾人网站上当管理员。2006年年
初的时候，得知山东省要成立轮椅篮球
队，招收队员。我记得那一年正赶上烟
台下大雪，姐姐陪我去面试，当时只有
一个念头，一定要争取到一个名额。

到烟台后，教练只是简单地检查了
我的手臂，给我一个篮球让投篮。我当
时憋足了劲，尽力伸开双臂，却无论怎
样努力也无法将篮球投出去。说实话，
当时看着教练摇头的那一瞬间，我心里
比当时的天气还冷。就在我快绝望的时

候，他告诉我，山东省轮椅橄榄球队也
在招队员，根据我当时的情况，倒适合
打轮椅橄榄球。就是他这一不经意间的
一句提醒，给我的生命带来了转折。

记者：残疾人橄榄球的训练很苦？
张文莉：苦，非常苦。
记者：为什么非要逼着自己去受这

种折磨，在家安静地过生活不是也很好
吗？

张文莉：那不一样。我热爱体育，热
爱运动，我要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我
虽然是残疾人，我也要告诉别人我能
行。重残12年之后，再次站在体育场边，
那种血液沸腾的感觉，是别人理解不了
的。它把我从极度封闭的状态里拉回到
现实生活中，让我发现生活并没有改
变，而是我改变了。让我的人生理想在
轮椅上得到实现。

难以浇灭的生命激情
“虽然日子就像水一样无声滑过，但我有一颗不甘沉沦的

心，她一刻也未安静过。离别12年后，再次站在体育场边，我感觉
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张文莉走访贫困学生。(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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