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疾人赵连翠播撒爱心

轮椅上助残，磨坏五条车带
本报见习记者 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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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乡

就在那，沭水河畔
赵连翠卧室门外的墙上，挂

着一张黑白半身照。相框里的女
子面庞清秀，眸子里闪着光。这是
她14岁时在全乡运动会上获得三
项全能第一后留下的影像。

1971年，赵连翠出生于沭水河
畔，莒县城阳镇一个书香门第家
庭，在家中排行老三。父亲从事教
育工作，在他的引导下，她自幼临
帖，颇喜文字。而父亲正直善良、
热心助人的品格对她有着更深远
的影响。

她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
她幼时曾目睹父亲在村前的水汪
里，救起一个溺水男孩。这个男孩
如今已为人父，每到逢年过节都
会来看望父亲。2007年父亲过世
后，他还是每年登门看望母亲。

在父亲的影响下，赵连翠从
小就有副热心肠。1984年夏天，14

岁的她拿铁锨在家门口水汪前
“补汪沿”。忽然听到不远处水里
有孩子呼救，她把铁锨一扔，就跳
了下去。靠着良好水性和不错的
体格，她把这个小男孩推上了岸。

1987年，赵连翠到桑园乡粮所
参加工作。一天，她看到一位老妈
妈坐在粮所门口哭。原来老妈妈
是来买麻糁(花生榨油后残渣压
成的饼子)的，却找不到准备买麻
糁的50块钱了。赵连翠赶忙跑到
所里找会计预支了50块钱，交给
了老妈妈，并谎称钱是在门口捡
到的。那时她一个月工资才40元。

第二天一到单位，她走到桌
前一看，一袋子苹果，一大摞煎

饼。原来一大早那位老妈妈就来
过了，同事告诉她，老人一直说要
找“她闺女”，说“她闺女给她垫了
50块钱”，要好好谢谢她。

人一生

谁难料，不遇坎坷
2003年腊月初二的早晨，为躲

避行人，加之摩托车刹车失灵，赵
连翠连人带车撞上了路边的土
堆，造成脊椎轻微骨折。随后医治
时高位截瘫，将三十出头的她禁
锢在了轮椅之上。

“天塌地陷，生不如死。”这是
她当时的感受。“是身边人的关怀
让我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她说。
住院期间，二姐寸步不离地昼夜
守候在她的病床前。

因经济问题入狱三年的丈夫
在她住院不久后出狱，却未能给
她一个可靠的肩膀，冷漠地离去。
她写下这样一段话：“感谢所有关
心我的人，更感激伤害我的人，因
为他磨练我的心智；感激重伤我
的人，因为他促进了我的成熟；感
激人生中的逆境，他能激发我的
斗志。任何挫折都击垮不了我，只
会让我更坚强、更坚信、更成熟、
更有自信心、更爱自己。”

老母亲

端屎尿，我心不甘
她瘫痪在床的这些年，大多

数时是母亲照顾着她。2007年12月
的一天晚上12点左右，赵连翠突
然拉肚子。母亲马上起床，去院子
找盆子。谁知开门后，门自动锁上
了，母亲当时只穿了一件秋衣，冻

得瑟瑟发抖。但她站在窗前，大声
告诉女儿的是，不要下床！

赵连翠看着寒夜里白发苍苍
的老母亲，顿觉撕心裂肺的疼痛。
从没自己下过床的她拼上全身的
力气，把自己的腿往下挪。最终赵
连翠把身子托在床边，把腿放在
地上，用力拖上了轮椅，快速滑到
门口，总算把门打开。后来，母女
俩抱着整整哭了一个晚上。从那
时起，她奇迹般学会了自己下床
上轮椅。

下决心

做生意，残能助残
她不甘心就此消沉。她坚持

锻炼，渴望在残运会取得成绩，并
且摇着轮椅，开始了自己充满坎
坷的创业之路。

赵连翠的“生意”路是鲜血和
汗水铺就的。从最初推销化肥、卖
手机卡开始，到开门头店，这一路
的艰辛非寻常人所能忍受。卖手
机卡的时候，她一天“走”几十里
路，手掌磨得血肉模糊。

创业期间，她认识了很多残
疾人。她了解他们生活的艰难，对
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看到急需
帮助的残疾人，她无法坐视不理。
赵连翠第一次助残，是在2007年。
当她为城阳镇一位高位截瘫的男
士送去轮椅，装上假肢，他一抹眼
睛哭了出来。

就这样，张连翠从帮残助残
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她帮他们
解开心结，勇敢面对生活；她倾尽
所有，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残疾
人。先后捐献给残疾人轮椅20余
辆，帮助残疾人百余名，捐赠米

面、义肢等物品价值十多万元，这
辆满载着无私大爱的轮椅，走遍
了东港、五莲、临沂、沂南、烟台等
地，竟然磨坏了五条车带！

“爱心使我坚强，助人给我力
量。”赵连翠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
座右铭，常念心中。在助人的过程
里，她也在努力地拯救自己，努力
地使人生丰盈。

而她坚持不懈地身体锻炼也
有了“成果”，2006年在山东省残疾
人运动会上，赵连翠获得67 . 5公斤
级举重冠军。

我死后

把遗体、器官捐献

近年来，由于身体状况欠
佳，赵连翠的门头店关掉了。没
有了经济收入，她在家中操办
当起“义工红娘”，免费帮别人
牵红线。

2010年5月12日，在她的撮合
下，在北京就医时的高位截瘫病
友王女士和日照一位陈姓男士确
立恋爱关系，是她首次帮残疾人
成功牵线。

回忆起给二人介绍对象的过
程，赵连翠喜不自禁，“我给他们
介绍了双方基本情况，他俩先是
通了几次电话，然后男方到我这
里用QQ与她聊天。他不会打字，
都由我来代他输入。”

众口相传之下，她慢慢汇总
了不少寻觅爱情的嘱托，她把它
们存在手机里，写在小本上，更时
刻放在心头上。每天她名为“义工
红娘”的QQ头像都闪个不停，这
位红娘，可真是有点忙呢！

2009年，各种并发症导致身
体状况不太乐观，赵连翠怕带着
遗憾离开人世，在莒县红十字会
填写了《山东省遗体捐献登记
表》，希望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
社会。

2012年6月3日午饭后，她没有
去休息，而是坐在轮椅上，一针一
线地绣着一双鞋垫。她一脸幸福
地告诉记者，这是等儿子结婚时
送给他的。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整
间卧室，她头上戴着的旧的铁发
卡，掉了黑漆，磨得铮铮发亮。

6月3日，记者在莒县热
电厂家属院见到了42岁的赵
连翠。她是一名高位截瘫的
残疾人，已在轮椅上度过了9
个春秋。

就是这样一位生活起居
离不开亲人照料的残疾人，
多年来摇着轮椅，“奔走”在
帮残助残的路上。人们用“雷
锋大姐”、“义工红娘”、“轮椅
天使”来称呼她。

让我们循着赵连翠自述
长诗《挚爱》的脉络，一窥她
苦难而丰盈的人生。

赵连翠的这条“自救、助
人”之路走得并不顺当。有亲人
心疼的阻挠，有坏人恶意的欺
骗，有看客无聊的质疑，最让她
伤心的是，少部分受救助对象
满怀戒备的拒绝帮助。

所有的艰辛，她不愿细说，
但她要求记者记下她一路上遇
到的好心人。他们当中，有扶她
一把的大学生，有雨天里送她
雨披的小摊贩，有多次送她助
残分文不取的的哥……他们与
她有的只有一面之缘，有的连
名字都不曾留下。

因为他们，赵连翠笑着告

诉记者：“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是
好人多。别人怎么对我我不在
乎，只要我还有能力帮助别人，
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信仰。”

一位名叫荆世海的莒县朋
友这样形容她：“她的轮椅，左
轮碾压着痛苦，右轮播撒着爱
与奉献。”

尽管她无法再如年轻时那
般驰骋赛场，但在公益之路上，
她比大多数人走得更快、更远，
她摇着这辆满载着无私之爱的
轮椅，一路碾过绝望，播下希望
的种子。

本报见习记者 吴江

在公益路上
她比大多数人走得更快

赵连翠的手机里存
了500多条相亲信息。

吴江 摄

▲赵连翠参加莒县义
工活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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