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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柳好人王洪霞———

让让更更多多的的残残疾疾人人过过上上好好日日子子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若松

幼时缺钙导致身体畸形

外表柔弱内心坚强

“我要用努力去追求自己的
幸福，那不是天边遥不可及的云
霞。”这是爱好写诗的王洪霞写
下的诗句。5月11日雨后初晴的
下午，眼前的35岁的她就像一朵
彩霞，因为坚强和自信散发出绚
丽的光芒。

8岁那年，由于特发性脊柱
侧弯导致王洪霞幼小的身体畸
形，而且病情每年都在加重。对
于这个年龄的女孩来说，大多都
已经知道爱美了，而命运偏偏在
这个年纪给了她一个巨大的打
击，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面
对。

“说实话，我也哭过抱怨过，
也彷徨自卑过，但与其怨天尤
人，不如面对现实。”决定重塑自
我的王洪霞不断充实自己，她爱
好广泛、多才多艺，不仅会写诗、
素描、摄影、弹古筝、绣十字绣，
还有一手书画装裱的绝活。

2005年，25岁的王洪霞来到
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残联担任
一名普通的康复服务员，因为自
己本身就是一名残疾人，所以更
能理解残疾朋友的苦恼与追求，
也能更快地融入他们的内心世
界，更积极地去为他们办实事、
解难题，也因此受到社区很多残
疾人朋友的喜爱。

记者注意到，在王洪霞的家
里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相片，是
2009年10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等领导来甸柳社区康
复指导站视察时，和王洪霞的合

影。“他称赞我身残志不残，鼓励
我要自强、自立，还握着我的手
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工作情
况。”王洪霞说，温总理的话给了
她很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她
为残疾人兄弟姐妹服务的信念。

上门帮残疾人做康复训练

肢体和心灵兼顾

入户走访指导残疾人康复
训练、开展各种和残疾人有关的
宣传活动普及护理及康复知识、

为残疾人配备自辅助器具……
自打来到甸柳社区，王洪霞每天
都忙得不可开交。

几年前，甸柳社区的高富林
因为患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偏
瘫，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妻
子因照顾他也只能上半天班，本
身收入就不高，全家生活全靠低
保维系。

得知高富林家的情况后，王
洪霞心急万分，她先是东奔西跑
给他申请了家庭无障碍设施改
造，接着又为他评估适配了双
拐、助行器等辅助器具，还给他
女儿申请了教育救助金。

在帮助高富林进行肢体康
复训练的这段时间，细心的王洪
霞发现肢体偏瘫后的高富林内
心变得封闭起来，自卑感很强，
话很少不愿与人交流。

同样身为残疾人的王洪霞
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恰逢残联
推出了一项居家护理服务，王洪
霞当即就优先将高富林纳入服
务范围并为他量身定制了肢体
和心灵的双重康复训练计划，定
期上门开展居家护理服务，并鼓
励他一定要坚持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后高
富林的内心渐渐向外界敞开，人
也变得乐观开朗起来，亲自为王
洪霞送来两面锦旗，而且在社区
里逢人就说：“多亏了洪霞，要不
是她对我的照顾，我也没有今
天。”

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让更多残疾人过上好日子

从2005年到2015年，35岁的
王洪霞在社区康复服务员这个
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她告诉记

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和10年工作
实践让她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
残疾人得到康复才能走出家门、
融入社会，而帮助残疾人进行康
复的一个好途径就是家庭个性
化无障碍改造。

作为家庭个性化无障碍改
造的试点单位，2013年，甸柳社
区残联先后对20户残疾人家庭
进行个性化无障碍改造。

“当时正值三伏天，这些残
疾人家庭大多住在4层、5层，闷
热的天气加上肢体上的残疾，让
我感到有些吃不消，喘不上气
来，但是每每看到入户残疾人家
庭之后每一张迎接我们的热切
笑脸，想到改造之后给残疾人朋
友带来的莫大方便，我咬紧牙关
坚持了下来。”王洪霞说。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王洪
霞起早贪黑，没日没夜，亲自带
领施工队挨家挨户测量、安装。
当看到改造后的厨房宽敞明亮，
听到他们赞不绝口，她的心里像
喝了蜜一样甜。

去年，王洪霞共为180多名
重度残疾人办理了医疗救助卡；
为26名残疾人办理了大病救助，
救助金额达23万余元；为8名残
疾儿童开展康复训练救助；为47
名精神残疾人办理了精神服药
补贴，约8 . 5万余元；为20多户残
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如今，美丽坚强的王洪霞已
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并在
去年10月份当上了新娘，二人携
手并肩一起走在为更多残疾人
服务的道路上，“还是那句话，我
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更多的
残疾人过上好日子。”王洪霞说。

在最近历下区举办的“历下区十佳青年社区(村)工作者”评选活动中，咱们甸柳社区的两位优秀工作者获此殊荣。下
面，就让咱们来共同认识一下多年来在咱们身边默默奉献的这两位年轻人。

初来乍到接手计生工作

慌乱焦急千头万绪

2008年5月，30周岁刚当了
妈妈没多久的王娜做出了人生
中的一个重大选择，来到甸柳一
居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虽然大学毕业后也曾有过
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但毕竟社
区工作和其他工作不同，而且初
来乍到的她接手的又是计划生
育和妇联的工作，对一个刚30
岁、没有社区工作经验的王娜来
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与挑
战。

“刚开始那段时间特别慌
乱焦虑，遇到问题也不知道该
怎么处理，再加上我说话又直，
脾气性格也比较倔，有时候好
心办了坏事，得罪了居民也是
常有的。”她告诉记者。

回想起7年前自己刚来到
社区的那段日子，王娜说有一
件事给她很大启发。当时，甸柳
一居有一位居民提出想通过社
区来办理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
庭救助，考虑到这位居民当时
还没有退休，而按照规定只有
退休居民可以通过社区办理该
项救助，所以王娜一口回绝了
对方，也因此和这位居民“结下
了梁子”。

“其实他让社区帮忙办理
是有自己苦衷的，因为家里的
孩子是在上高中时受到一些刺
激精神突然出现了问题，为了
孩子的自尊和成长一直没有让
单位人知道，但孩子治病需要
花钱家里又确实面临困难，没

办法只好想通过社区申请求
助。”王娜说。

也正是这件事点醒了刚接
手社区工作半年的王娜，“每一
个居民在向社区请求帮助的背
后都有他们难言的苦衷，要是
当时我基础工作到位，对每家
每户的情况有足够了解的话就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面对社区困难家庭

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多

在计生和妇联工作了3年之
后，2011年换届后，王娜又接管
了低保救助、科普大学、司法调
解、信访等工作。

社区工作看似平常而不起

眼，但是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
事，但千头万绪琐琐碎碎的背后
却都是事关居民利益的小事。分
管了低保救助工作后，王娜做了
大量的基础走访工作，只要问起
甸柳一居的低保、低保边缘、大
病或者社区困难家庭的情况，她
都能详细地讲出来，这些困难群
体不仅仅是记在本子上，更深深
地记在了她的脑子里，只要居民
有困难，她都能够尽力为他们解
决。

社区里有一户居民，70多岁
的两个老人先后被查出患有白
血病，每年光吃药就得好几十万
的花费，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承
担起来十分困难，更别说是两位
年逾古稀的老人。

了解到情况后，王娜东奔西
走查阅了所有和能帮助两位老
人的文件资料，为老人申请各项
救助金。“有时为了能早一点让
救助金到位，我就不厌其烦地给
人家打电话催促，最后把人家都
打烦了，但是没办法，为了居民，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也要试试。”
王娜说。

她告诉记者，2012年社区有
一位50多岁的大叔肝癌晚期，由
于癌细胞扩散到喉部等身体其
他位置，没法进食痛不欲生，几
次三番寻短见都被王娜及时劝
住了。“有一天早晨我从他家楼
下走，忽然看见单元门口放着
花圈，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
里反复叨念着可千万别是他，
没承想还是得到了坏消息，大叔
为了减轻家人负担喝农药自杀
了，为这我自责了好长一段时
间，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多。”

夜以继日扎根社区

7年来最亏欠的就是父母

7年的社区工作一晃而过，
去年12月换届，王娜高票当选了
甸柳第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除
了承担社区行政性事务，如助
残、低保救助、居家养老、劳动保
障等，还要分担社区各种关系的
协调和运作，常常是加班写材料
到深夜，就连周末也很少休息。

“我是处女座的，什么事不
做则已，要做就做到最好。”王娜
说。但是，别看工作起来的她泼
辣外向、大胆开拓，但生活中的
她却是一个十足的“小女人”。

刚来社区时，王娜的女儿才
刚上幼儿园，现在女儿已经是一
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了，人小鬼大
的她经常跟王娜开玩笑说：“妈
妈，你太幼稚了，心理年龄偏小，
难怪爸爸喊你大妮儿，喊我二妮
儿呢！”

谈到孩子，王娜告诉记者，和
其他孩子的妈妈相比，因为日常
工作繁忙琐碎，自己确实没有太
多的时间陪伴女儿，家里的上上
下下多年来也一直都由老公一个
人张罗忙活，“真的非常感谢家里
人对我的包容和支持，尤其是我
父母，这么多年来帮我带孩子，照
看这个家，最亏欠的就是他们了。”

7年的无悔付出换来的是老
百姓的赞赏和认可，如今，社区
里熟悉她的年轻人都管她叫“娜
姐”，老人则亲切地称呼她“闺
女”，正如王娜所说：“我就是甸
柳一居的女儿，为了社区居民，
再苦再难也值得！”

甸柳的“女儿”王娜———

““为为了了社社区区居居民民，，再再苦苦再再难难也也值值得得””
7年前，刚满30周岁的她带着满腔热情来到甸柳一居，

从最初的慌乱焦虑、无从下手，到一点一滴地埋头苦干和一
天一天地无私奉献，在这个没有鲜花和掌声亦没有财富和
权力的社区服务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7年。

7年后，她在这里破茧成蝶，用真心和实意挥洒着青春，
书写着社区工作的苦与乐。她就是王娜，咱们甸柳社区的

“女儿”。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若松

王王洪洪霞霞在在工工作作中中总总是是笑笑容容满满面面。。

王娜正在为前来参观的客人讲解社区情况。

肢体上的残疾，曾让她感到命运的
不公，而当有幸成为甸柳社区一名光荣
的基层残疾人工作者之后，她的命运之
树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由于身为残疾
人，她能更好地理解残疾朋友的苦恼与
追求，能更快地融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更积极地去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

十年的磨砺让这个曾经脆弱的女
孩不再脆弱，她用自己坚实的臂膀为残
疾朋友撑起一片蓝天，实现着让更多残
疾人过上好日子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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