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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假肢，生活可方便了”。11月
16日上午，市区建设路西段十里画廊小
区，租住在这里的肢体残疾人虎向阳高
兴地说，“我现在穿的这个假肢就是咱
的技师亚南做的，可得劲。”

今年46岁的李亚南是市残疾人辅
助器具服务中心一名假肢技师，为人腼
腆，但一聊到专业知识则像打开了话匣
子。从取型、制作到安装，自2005年从
事这项工作以来，他亲手制作、安装的
假肢已在2600件以上。而对于穿戴这
些假肢的残疾人士来说，也意味着达到
生活的重建，重新获得尊严。

当日上午，李亚南和中心两位同事
一起到市区部分有需求的残疾人士家，
对假肢进行调试和使用指导，并送去助
行器等辅助器具。

免费假肢让残疾人生活方便了

今年51岁的虎向阳是新华区焦店
镇焦店村人，2004年因车祸致左小腿
截肢，因不了解政策，打算去郑州花几
千元配假肢。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让他到中心
免费适配，“这大大减轻了我家的经济
压力。”虎向阳说，假肢每三年一换，一
到时间工作人员就打电话通知，“到现
在免费换五六回了。”

李亚南和虎向阳已是熟人。“你这
个假肢内衬垫厚，现在新出的可薄，穿
上舒服。”李亚南查看虎向阳的假肢使
用情况，边调试边说。

“这是以前你做的，可好用，我不愿
意换。”虎向阳说，接触腔很舒适，穿着
自如，新的还得适应。

“这个是才做的。”虎向阳的妻子郭
秋萍从卧室里拿出一个薄款内衬垫，

“穿着也可中，里头也松，就是走路有时
候感觉有点挤，亚南你看看是咋回事，
能调调不？”

仔细查看过小腿残肢和内衬垫，李
亚南尝试了几次，确实使用没有问题。
他告诉虎向阳，如果感觉不舒服，再为
他重新取型做一个薄的，“等你穿习惯
了，可舒服。”

虽然重活儿干不成，但虎向阳不时

打打零工，帮人看看大门，每月也能挣
千把元。“假肢一穿，走路、骑电动车就
和健全人一样。多亏了政策好，俺可满
意。”郭秋萍笑着说，免费假肢大大减轻
了家中的经济压力，等拆迁的老屋交了
房，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家住卫东区北环路街道铁北社区
豫基城小区的张春道2014年因血栓右
大腿截肢，之后一直穿戴市残联免费适
配的假肢。如今，他在家照顾因脑梗生
活无法自理的母亲。“每天给娘做饭，喂
她吃饭，领她出去转转。”张春道说，自
己“有用”特别开心，如果不装假肢，可
能自己也要别人照顾，更别提护理母亲
了。“这不，昨天才拿回一件新的免费假
肢，换着穿，方便得很。”

李亚南和同事为张春道的母亲带
来了助行器和助浴椅。老人在众人搀
扶下颤巍巍地站起来，抓牢助行器两侧

的扶手，慢慢地行走。张春道喜笑颜
开。

在市区东风路与新华路交叉口
附近一家小超市里，十来岁的脑瘫患
儿苗苗（化名）看到市残疾人辅助器具
服务中心的叔叔阿姨，露出笑意。她
享受有免费轮椅、免费适配矫形鞋以
及康复训练补贴等多项政策。李亚
南为她测试手部肌张力，向苗苗的家
人讲解护理注意事项。

为残疾人带来自尊和自信

学医出身的李亚南工作认真而严
谨。做假肢每个步骤都很关键，首先要
为残疾人测量、取型，残肢的长短、肌肉
萎缩程度等因素都要考虑在内，甚至手
法的轻重都会影响残疾人后期穿戴的
体验；随后，在工作室制作假肢，并进行

打磨、调整；最后，为残疾人穿戴、调试，
教他们如何适应和锻炼，保证舒适度，
达到最佳使用效果。

“穿戴假肢，不光让肢残人士站了
起来，生活更方便，更重要的是给他们
带来了掌控生活的自信。”李亚南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完善残疾人
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
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服务好每一位
有需求的残疾人，帮他们重拾生活的信
心。”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主任
朱代娟说，我市对下肢缺肢残疾人实行
假肢装配全覆盖。全市有需求的持证
残疾人均可到该中心量身定做、免费适
配假肢。“适配假肢后，残疾人也能开
车、种地，和健全人一样正常生活，大大
增强了幸福感和自尊、自信。”

李亚南：尽力帮肢残人士重建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