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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1月21日上午，在舞钢市八台镇一
家彩印店里看到黄巧针时，记者还以为
找错了对象。根据之前了解到的信息，
她因车祸腿部截肢，但迎面走来的她步
态稳健，笑容温婉中透着自信——仔细
观察，才看得出她左腿稍有不适，穿戴
着假肢。

参加艺术团全国巡演、回家乡带残
友就业、开办彩印文具店……车祸截肢
后，自强是黄巧针人生的底色。

近日，市残联、市乡村振兴局授予
黄巧针和我市其他10名残疾人“乡村振
兴 自强有我”典型代表荣誉称号，并予
以通报表扬。这个荣誉对她既是肯定，
也是鼓励。“我会继续服务和帮助更多
的残障伙伴，用自己的力量贡献社会。”

坎坷的人生也一样闪光
2004年，18岁的黄巧针和16岁的

弟弟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两人搭乘
的载客摩的与一辆大货车相撞，黄巧
针左小腿截肢，弟弟左大腿截肢。

黄巧针月余后才清醒，因脑震荡
导致以前的记忆也断断续续。父母从
老家赶来，看着两个孩子，父亲一夜之
间白了头。

不久后，黄巧针转院回家乡治疗，
又养了一年多伤。作为家里的老大，
一贯懂事的她虽然痛苦，但很快接受
了现实。她劝解弟弟：咱俩要是再撑
不住，爸妈咋办？“既然改变不了事实，
就改变自己去适应。”

弟弟年龄小，恢复得快。2005年，
经舞钢市残联推荐，弟弟被省残联选
中到甘肃参加全国残疾人坐式排球锦
标赛。他从一位同伴处了解到北京市
心灵之声残疾人艺术团正选拔演员。
这是全国第一个残疾人艺术团，有40
多名团员，在2005年春晚上表演的《千
手观音》轰动全国。姐弟俩决定一起
去试试，结果都被选上了。

出事后，她也颓废过，想过放弃，
对未来很迷茫，“最开始我也没信
心”。黄巧针说，团长先让姐弟俩看了
在北京一所大学礼堂里的演出。轮椅
歌唱家、口咬毛笔写字的无臂书法家、
拄着拐杖的肢残人舞蹈……团员们用
残缺的身体诠释着对生命的热爱，全
场动容，黄巧针也被深深震撼。这一
刻她“瞬间感觉自己也可以有用，不一
样的人生也能活出一样的精彩”。

姐弟俩刻苦学习、排练，相互鼓
励、扶持，有了固定的舞蹈、小品等节
目。在艺术团的8年时间里，两人走遍
全国，在各地剧场、大中小学等参加巡
演5000多场，“很多学生被感动，边看
边哭，因受到激励更加努力”。

最让黄巧针高兴的是，10年前，剧
团来到平顶山，在市区和舞钢均进行
了演出，她深深感受到家乡父老的热
情。“在外地和回自己家演出是不一样
的，在家乡就像汇报演出一样，特别高
兴。家乡父老很真诚，对我们特别好，
氛围特别好。”

29岁时，黄巧针回家乡结婚生子
并稳定下来，弟弟如今还在剧团从事
幕后工作。

“上天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给你
打开一扇窗，真是这么回事。”黄巧针
说，这段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让她坚
强、自信，深信即使身体残疾，也能活
得精彩。

车祸截肢，奋力逐光而行

2021 年，黄巧针接到舞钢市残
联通知，参加了专为残疾人开办的
假发编织技术免费培训班，培训老
师是从许昌一家发制品公司请来
的。黄巧针从这个项目中看到了机
会：假发行业前景很好，销路广、市
场需求量大，更重要的是适合身体
不便的残疾人就业。

“当时很多残疾人家庭的成员
无法外出打工，现在大家在家就能
解决就业问题，对生活会有极大帮
助。”培训结束后，黄巧针到许昌当
地工厂详细了解了产品特性和后期
回收相关流程，与厂家达成供销协
议。回来后，她在舞钢市八台镇创
建“美丽工坊”，从事假发制作。

经过宣传，附近村里的残疾人
都来了，培训后上岗。工坊累计为

附近村的残疾人家庭解决就业50多
人。到工坊上班、领回家制作、偶尔

“兼职”都可以，形式灵活，一名残疾
人每月能收入数百元至上千元补贴
家用。

“残疾人和家庭成员能通过自
己的双手实现人生价值，也在乡村
振兴中贡献了自己的一点儿力量。”
黄巧针很高兴。

去 年 年 初 ，外 出 打 工 的 人 多
了，许昌当地工厂工人也饱和了，
假发订单逐渐减少。黄巧针又在
八台镇开了一家彩印店，提供打
印、喷绘、广告设计等多种服务，兼
营文具销售等。这是镇上第一家
专业彩印店，以前都是照相馆兼营
复印业务。

黄巧针以前曾在镇政府相关部

门公益岗工作过，报材料、做表格很
有想法。她说，信息化时代需要不
断学习。2020 年公益岗结束后，她
专门到舞钢市大型文印店里学习排
版设计等，为开店做准备。“不管从
事哪一行，都要把事情做好。”

在儿子眼中，自己的妈妈“很厉
害，什么都会”。儿子放学后在一旁
写作业，黄巧针做资料、排版，孩子
会骄傲地说：“妈妈真棒，这么快就
做好了。”

“我觉得很满足。孩子很懂事，
从来都不会想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
样。看到我的腿，他会心疼地问我
痛不痛。”黄巧珍说，自己这么努力，
其实也是想给孩子做个榜样，“要不
断努力奋斗，即使身体有残缺，依然
可以闪光”。

回乡创业，带领残友创收

黄巧针是八台镇沟李村的残疾
人专职委员。入户调查上报信息、
上门服务、宣讲政策，残疾人有需求
要帮助他们联系上级部门解决……
村里的残疾人看见她就像家人一样
亲切。彩印店也成了残疾人的“大
本营”，黄巧针免费帮残疾人整理和
打印办证件所需资料、复印材料、照
证件快照等。“残疾人专职委员就是
桥梁和纽带，打通服务残疾人群体
的最后一公里，帮助大家解决实际

问题。”
“巧针是个好闺女，帮了俺大

忙。”村里的残疾老人刘小明的家人
感激地说，57 岁的刘小明因病半身
不遂，肢体一级残疾。家里是蹲厕，
上厕所特别难。黄巧针一直记着这
事儿，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请，帮老人
配了辅具坐便椅，不但方便了老人
的生活，也减轻了家人负担。

去年11月底，黄巧针和我市两位
队友代表河南省参加第七届全国残

联专职委员知识竞赛决赛，他们认
真备赛，沉着应对，凭着扎实的专业
知识夺得冠军。

“今后，我会继续把专职委员的
工作认真负责地做到位，更好地服
务残疾人群体，也把自己的小店经
营好。”黄巧针说，虽然个人力量很
小，但把手头的事全力做好，也是作
贡献。

舞钢市残联教育就业部部长赵
静说，虽然在18岁花季遭遇不幸，但
黄巧针依然非常乐观、开朗，“她的
笑很有感染力，和她相处让人轻松
愉快”。舞钢市残联一直对黄巧针
十分关注，“她很有活力，善于学习，
经常积极参加我们组织的培训，建
立的‘美丽工坊’带动了一批残疾人
就业；作为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她
也为残疾人事业做出了很大努力，
自信、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是
残疾人学习的榜样”。

“之前曾有技师说，我的腿即使
装上假肢，也只能拄着单拐走路，拐
杖永远也丢不掉。”黄巧针说，如今，
她用自己的努力打破了这一“预言”，
自信而发光。“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
和憧憬，总有一缕阳光会给你方向，
指引你朝梦想前进，并实现它。”

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

黄巧针：

黄巧针
为顾客设计
广告

1 月 21
日上午，黄巧
针 在 彩 印 店
里 为 顾 客 复
印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