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初，威海一家公司负责人给
本报打来电话表示，想给仲崇龙夫妻
俩送上一份祝福。“我们在网上看到他
们的报道后，十分感动，公司里的员工
每个人都写了一份祝福卡片，大家还
捐了一些钱，想让你们转交给他俩。”

12月8日，该公司给仲崇龙夫妻寄
来一封快递，里面装着50多张写满祝
福的卡片和一封《致美丽佳人的一封
信》，同时还寄来600块钱。“虽然我们
素未谋面，但通过齐鲁晚报听说了你
们感人的爱情故事。尤其看到你们新
婚时那充满幸福的照片时，我们的心
中充满了激动。”这封信中写到，正是
你们看似平凡不奢华的婚礼，给予了
社会太多的感动，教会人们要有一颗
知足常乐、充满阳光的心。

“感谢大家关注和祝福我们，我们
一定会相亲相爱。同时我们也会继续
做公益，把爱心传递下去。”仲崇龙说。

一公司50多人

寄来祝福卡片

独臂小伙和无法行走的爱人生活得怎样？

卖花卖菜过得恩爱
文/片 本报记者 邵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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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高调婚礼，独臂小伙圆梦
仲崇龙是新泰市禹村镇人，早年打工

时出意外失去左前臂。刘葵在13年前突生
一场大病，此后双腿再也没法自由活动。今
年8月10日他俩登记结婚。8月25日，仲崇龙
和志愿者骑着21辆电动车迎娶新娘。

8月25日，志愿者们联系爱心企业，借来
20辆电动车，还有人送给仲崇龙一辆电动三

轮车当“婚车”。经过一番装扮，车上挂满气
球和彩带，看上去很气派。8点40分，仲崇龙
单臂把新娘抱上婚车，21辆电动车浩浩荡荡
驶往泰山广场。一路上，不少司机看到这个
特别的车队纷纷让路，路边市民有的拿手机
拍照，有的鼓掌为他们送上真挚祝福。

先后帮助这对新人装饰新家、策划婚

礼的志愿者崔山说，仲崇龙和刘葵通过志
愿活动相识、相爱，并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结
为连理，以后志愿者们还会继续关注和帮
助他们。

“谢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的热心人，
我们一定会相亲相爱，携手到老。同时，我
们也会奉献力量，帮助更多的人。”刘葵说。

卖花卖菜，小两口过得挺幸福
25日，仲崇龙告诉记者，结婚后他和

妻子一起卖过花。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卖
菜，虽然稍微辛苦点，但两人在一起很幸
福。

仲崇龙说，今年10月，他和妻子商量着
做一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当时看到天气比
较好，就卖起了菊花，“我们去花市买了一

些菊花，然后看哪有集市就到哪里去卖，早
市、夜市都去，大津口、山口大都去过。”仲
崇龙说，卖菊花挣了一点钱，但是天冷后菊
花就不能卖了，所以他又做起了卖菜的生
意。

“主要是卖山药，在蔬菜市场买来，然
后再到各个集上去卖。”仲崇龙说，由于现

在天气太冷，妻子的腿有些受不了，因此待
在家中。刘葵擅长绣十字绣，但因为家中太
冷，仲崇龙怕妻子冻着手，也没有让她继续
绣。“现在虽然辛苦一些，但挣来的钱能改
善生活，两人在一起还是很幸福。”仲崇龙
说，他会一直呵护着妻子，两人手拉手、肩
并肩地走下去。

今年8月，本报曾报道左

臂残疾的仲崇龙和无法行

走的刘葵登记结婚，8月25

日，仲崇龙和志愿者骑着21

辆电动车迎娶新娘，在泰山

广场举办了一场浪漫婚礼。

婚后，这对夫妻靠自己的双

手过着幸福的生活，热心读

者不断地关注和祝福他们。

威海读者寄来的祝福卡片和信件。

傅嘉训说，他们家一直受到周围
好心人的帮助，他们也想用实际行动
回报大家。“周围邻居有时扭着腰、跌
着胳膊，过来治病时，我会免费帮他们
推拿。有时在路上碰见谁不舒服了，当
场帮他推拿。”傅嘉训说，他还经常告
诉大家一些防范疾病和自我锻炼的技
巧，让大家从中医推拿中真正受益。

老邻居毕元明今年68岁，经常光
顾他的店。“以前我的腰疼得厉害，一
直不敢直起来，老傅闲着时就帮我推
拿，连续两个多月下来，我的腰疼好多
了。想给他钱，但老傅死活不要。”毕元
明说，老傅是个热心肠，开业半年来，
差不多得有二百多人接受过他的免费
推拿，小区里好多人都在沾着他的光
呢。

自来水宿舍有个女士早上刷牙扭
了腰，傅嘉训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她家，
推拿两个多小时，直到她能下床才走。
第二天那位女士送来100元钱，傅嘉训
再三推辞，最后只收了30元。“我们父
子俩在这住着，受到周围邻居不少照
顾，有这门手艺能帮别人，哪怕不挣
钱，心里也高兴！”傅嘉训说。

为两百多人

免费推拿

父亲陪低视力的儿子学推拿，如今爷俩学成回乡

爷俩开店更有奔头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徐勤涛

众人帮忙，父子俩开起推拿店
12月24日上午，记者来到傅嘉训在新

泰市同心路开的傅氏按摩门诊，店面虽然
不大，但收拾得非常干净。

傅嘉训正和二儿子傅国穿着白大褂给
客人按摩腰部，傅嘉训一边给客人按摩，一
边不停地教儿子正确的推拿手法。

傅嘉训说，2010年，他陪着傅国一起到

泰安盲校上学，虽然到明年7月才正式毕
业，但他们已经拿到中级执业证书，有资格
在外面正式实习了。

6月份，傅嘉训带着儿子回到新泰，
准备开一家中医推拿门诊。家里没钱，傅
嘉训在小区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每月房
租200元，自己粉刷墙面，推拿用的床是

买来旧床改装的。“自己改装便宜，买个
旧床才一百多。要是买新的，最起码得一
千多块钱。”一些好心人得知他要开店，
纷纷过来搭把手，帮着筹备。“一家广告
公司免费给安广告牌，本来人家不要钱，
后来我一再坚持，他们才收了一点工本
费。”傅嘉训说。

自食其力，苦点累点不算啥
每天8点半，傅嘉训都会带着儿子准时

打开店门，他们尽管是两个大老爷们，但卫
生上绝不含糊。

为节省开支，他和儿子中午都回家吃
饭。“家在北面小区，离得很近，走几分钟就
到了。”担心儿子技术不行，每次来了客人，
他先给客人查病，再让儿子查一遍，然后带

着儿子一起推拿，边按边教儿子分清脉络
和病因所在。父子二人每次都要忙乎一个
多小时。由于年纪大了，刚开始傅嘉训体力
还有些吃不消，一个多月后慢慢习惯了，一
天连续给多个人推拿也不觉着累。

傅嘉训说：“哪怕一个月只有十个顾
客，我和儿子也不灰心，我们开店最初只想

通过实践增长经验，招揽长期顾客。看到学
的推拿知识能派上用场，我心里就很高
兴。”

“为了儿子将来能有门手艺，老傅60多
岁了，还带着儿子从头开始学推拿，手把手
教儿子，活得不容易，真让人佩服。”司机刘
富旺说。

5月30日，本报曾报道63

岁的傅嘉训为帮助患有脑

瘫和低视力的儿子学好推

拿按摩，和儿子一起上学，

还照顾班里其他学生。如

今，傅嘉训和儿子拿到中医

执业证书后回到新泰，在好

心人帮助下开了一家中医

推拿门诊，收费很低，还免

费帮周围邻居推拿治病。

傅嘉训带着儿子给客人做推拿。


	S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