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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是是残残疾疾人人，，但但从从不不自自暴暴自自弃弃””
六旬残疾老人秦继友11岁摔坏双腿后退学，30年间仍自学不辍

安全之窗
主办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高速路上开车

注意提防飞落物

高速路上开车，危险重重。
这是有人对高速路上开车的评
价。虽有夸张成分，但危险确实
时常就在眼前。不仅要随时警
惕随意变线且不打转向灯的车
辆，更要时刻提防从天而降的
飞落物。

飞落物可能来自三个方
面，一是前面的货车掉落，如煤
块、石子，甚至是整包的货物。
二是前车的零部件损坏后脱
落，如螺栓、爆裂的轮胎等。三
是前车随手丢出的垃圾，如矿
泉水瓶、果皮、纸团、易拉罐，甚
至是整个垃圾袋。无论是哪一
种，都会对驾驶产生干扰，碾轧
硬物甚至会造成爆胎。正确的
做法是：尽量瞪起眼来看清是
什么飞落物，如果个头不大，可
选择合适角度，让车辆底盘在
飞落物上通过。若是个头较大，
最好是选择打开转向灯从另外
一个车道上绕过。不论是直行
通过还是绕过，要注意的是此
时不要急刹车，更不能急打方
向盘，以免造成驾驶失控。

大家应共同注意的是，千
万不要在行车时随意向窗外丢
垃圾，随手一丢的东西很可能
就成为害人之物。

27岁读书，从《新华字典》开始

1959年对秦继友来说是终生难
忘的一年，这一年他终于可以和二
哥一样到学堂念书了。

1959年他11岁，正值大跃进运
动，莱芜也开始大炼钢铁，他的腿就
是在那个时候摔的。“我去雅鹿山上
捡铁石，一个不留神跌进了山沟里，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站起来过。”秦继
友说。

父亲背着他到处寻医问药，由
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延误了治
疗，最终他双腿萎缩终生残疾，再也
站不起来了。

腿摔坏了以后，上学就成了不
可企及的梦。虽然秦继友只念了三
个月的书，但上课的时候经常能得
到老师的夸奖。

“知识改变命运”，1975年，27岁
的秦继友因为哥哥偶然间的一句
话，心中重新燃起了读书的念头。母
亲和侄子非常支持他学习的决定，
侄子把自己仅有的《新华字典》送给
了他，从那以后侄子成了他的老师。
66岁的秦继友还清晰地记着，30多
年前侄子送给他的第一本书是《中
国诗刊》。

11岁时，他摔坏了腿再也无法站
立行走，27岁时重拾读书信念，之后30
年的时间里，他创作过小说、剧本、诗
歌，诗歌作品曾多次获奖。这是一位
66岁残疾老人的传奇故事，他叫秦继
友，家住莱芜泰钢工业园蔺家庄村。

写反腐诗曾获全国文学奖项

从1976年开始，秦继友开始尝
试写小说、剧本、诗歌，写文章成了
他的精神支柱。1976年他第一次试
着写了一部关于莱芜战役的25万字
的小说。由于种种原因，秦继友的这
部小说没能保存下来，现在他对这
件事情还是难以释怀。

1977年，秦继友再次进行小说
创作，他根据一篇散文写了一部名
为《拾蘑菇》的剧本。那时候他的文
学功底还不是很好，家人便带着剧
本到当时的莱芜县文化馆找老师指
导。张老师对秦继友的期望很高，告

诉他改好以后可以排戏。可最终还
是由于一些原因中途放弃了。

“当时家里的生活条件不好，一
家人靠种地生活。”说到这里秦继友
有些哽咽。虽然没能得到家里人的
支持，但是秦继友依然没有放弃自
己的写作梦，他开始在农闲的时候
尝试写诗，侄子经常把他写的诗邮寄
到各大出版社。“我写了首关于反腐
败的诗《生铁》还获奖了呢。”秦继友
笑着说。1998年这首诗在“新作家杯”
全国文学大奖赛中获得“新作家奖”，
他至今还保存着当初的获奖证书。

文/片 本报记者 陈静

不出门也知道国内和本地大事

199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秦继友接触到了《易经》，闲暇
时经常翻看。这本书就放在
他家里桌上常看的一厚摞书
里。“常看诗集、杂志都有些乏
味了，看看流传了数千年的

《易经》，可以丰富一下知识
面。”秦继友说。除此外，他还
自学中医，研究《本草纲目》，
感冒时他给自己把脉，自己
开药吃。

秦继友说，他已经六十
多岁，过了争强好胜的年纪，
看古书、品味人生真谛，才是
他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别看
我不出门，咱们国家发生的
大事我都知道。我是残疾人，
但是我从来都不自暴自弃。”
行走不方便的秦继友每天都
关注新闻，不论是国内外大
事件，还是莱芜当地新闻，他
都能说得上来。

66岁的秦继友仍在看书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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