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采访
株洲市女企业家联合会（简称“女企

联”），一个充满爱心与责任感的团体，从

2004年开始，就参与“送年货”活动，累计爱

心捐款40余万元。今年，她们再次以行动

诠释了“积善行，思利他”的价值观，继续认

捐2万元，为困境群众送去温暖的年货。

女企联成立于 2010 年 6 月，这个以

女性为主导的商业团体，不仅在商界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更在公益领域树立了

典范。多年来，她们主动聚焦人民群众

所需，打造了多项公益品牌活动，累计为

慈善事业捐款捐物达 4000 万元左右。

其中，“加油吧女孩”“出手吧姐姐”“木棉

助学”“金秋助学”“为城乡困境群众送年

货”等公益活动受到广泛好评。

乡村振兴战役打响，女企联从 2022

年开始，与炎陵县水口中学近 300 位女

生对接，开展“加油女孩，让我们更勇敢”

的公益项目。聚焦山区女孩健康成长与

全面发展，助力乡村女性各类人才的培

养和储备。2023 年 2 月，51 位爱心女企

业家奔赴炎陵县，开展“大手牵小手”活

动，为女孩的梦想起飞助一臂之力。

女企联秉承“相融、相扶、向善、向

上”的办会理念，遵循“有序、有情、有趣、

有益”的办会方针，积极服务企业发展、

服务女企业家成长。目前，拥有会员 123

名，先后获评“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四好’商会”等

荣誉称号。

“致富思源、回馈社会”是女企联会

员的共同价值观。株洲市女企业家联合

会常务副会长、慈善部部长龙红艳说，在

慈善的道路上，她们会风雨兼程、奋力前

行，继续用实际行动为社会贡献力量。

2023 年 9 月的一个清晨，王爱芝的

生活被突如其来的中风改变。

几天前，在石峰区铜锣湾街道湘河社

区工作人员陪同下，记者找到王爱芝家。

王爱芝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偏白，

肢体僵硬，无法清楚言语。这个曾经充

满活力的人，如今只能依靠丈夫林勇的

照顾，来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

林勇说，他之前是渔民，“上岸”后靠

打零工、卖菜赚取生活费。王爱芝曾几

次怀孕，但都遭遇流产，医生解释为“血

型不合”。这些挫折并未击垮他们的爱

情，相反，他们更加珍惜彼此，相互扶持，

共同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她年轻时就有高血压、高血脂，一

直在吃药。原本家庭经济压力就大，中

风后更是雪上加霜。”43 天的住院治疗，

王爱芝最终走出医院，但面对的是生活

的重大挑战——无法独立生活。

每天早晨，林勇都会早早起床，为王

爱芝准备早餐。他精心挑选营养丰富的

食材，煮成软糯适中的食物，确保王爱芝

能够消化吸收。

林勇一边说话，一边用温暖的手掌

轻轻按摩王爱芝的四肢，希望能够帮助

她缓解肌肉的僵硬和疼痛。这样的按

摩，每天至少一小时。林勇说，只要天气

允许，他就会扶着妻子去健身器材上做

康复，早中晚各一次。

尽管困难重重，但林勇始终坚守在

妻子身边，不离不弃。林勇话语温柔而

体贴，鼓励王爱芝保持乐观的心态，相信

她会慢慢恢复健康。听到丈夫的话，王

爱芝很是感动。在林勇的细心照料下，

王爱芝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如今可以

用左手自主进食。

在命运的无情打击下，王爱芝和林勇

让大家看到了爱的力量。愿社会各界能

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这份坚韧

的爱得以继续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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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挨着马路边的一座民

居里，刘月凡和妻子刘金碧正坐在院

子里和邻居聊天，一个衣着干净、扎着

马尾辫的女孩，一会儿走到他们身边，

一会儿又进了房间，嘴里似乎在哼着

歌，她脸上挂着笑容，眼神却与旁人没

有半分交流。

“这是我的孙女，今年 10 岁了，二

级智力残疾。”看着“沉浸”在自己世界

里的孙女，刘月凡的目光透着浓浓的

怜惜和担忧。

刘月凡有一个儿子，孙子已经 15

岁，正在读初中，孙女从小时候起，语

言发育比同龄人迟缓很多，到了读书

的年龄，完全无法跟上学校学习的节

奏，也无法与人正常沟通交流，只能听

懂吃饭、关门等简单的指令。

“孩子可以正常行走，喜欢画画涂

鸦，但生活不能自理，吃饭需要喂，洗澡

也要我来洗。”刘金碧介绍，这些年，她

每晚都陪着孙女睡觉，有时孩子不肯

睡，甚至吵闹一整夜，她得不停安抚。

安抚孙女是个体力活，66 岁的刘

金碧患糖尿病 16年了，每天要吃药，注

射胰岛素，身体一直没劲，干不了重

活。“有时她会突然发急，抓、打自己，

甚至咬人，我一个人还有点控制不住

她。”刘金碧说，家里房子挨着马路，她

害怕孙女走出去会出事，一般她要出

门时，要么把孙女带在身边，要么让孙

女待在家里，把门锁上，办完事就赶紧

回来。

刘月凡身体也不好，患有糖尿病、

冠心病、高血压。以前，他做得一手好

菜，村里人办红白喜事，都喜欢请他当

厨师。“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没力气，

干不了活。”刘月凡介绍，老两口没有

收入来源，唯一指望的就是在深圳打

工的儿子，儿子生活也十分不易，离了

婚，还被老板拖欠工资。

“日子苦一点，咬咬牙坚持下去就

是，只要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刘月凡

说，他和妻子最担心的还是孙女的未

来，希望孩子能进行康复训练，状态好

起来，实现生活自理。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都顺

风顺水，总会遇到点挫折，甚至会

遇到几回苦难。

但是，当苦难来临时，无论是

多么糟糕的境地，请不要灰心，咬

牙坚持往前走，那些艰难，会在不

知不觉中过去。

袁菊香的家，是一个自建房。

客厅虽然不大、家具简陋，但干净

整洁，生活气息浓郁。墙上挂着一

幅全家福，那是十一年前，袁菊香

的丈夫还未检查出肺癌时，一家四

口的合影。照片里，袁菊香笑容透

露着甜蜜，可曾想到，十一年前，家

还是这个家，人已不再是那些人。

八年前，丈夫被确诊肺炎，不

愿放弃生的希望，袁菊香硬扛着让

丈夫治病 ，把所有的积蓄搭进去

了。但事与愿违，丈夫最后因为癌

症去世。

袁菊香只有一个女儿，今年 46

岁，无固定工作，是一名送报员。

平日，女儿和外孙就住在袁菊香这

里。袁菊香要负责给女儿和外孙

做饭。

“邻居开玩笑说，我就是个陀

螺，24 小时都在不停地转。”正如袁

菊香所言，给外孙做完早饭，目送

两个人出门 ，她就开始在家搞卫

生，准备午饭。

说到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自

己还患有糖尿病、肾病时，她静静

地流着泪 ，像一部上世纪的黑白

片，只有悲伤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

静静流淌。

“这个家不能散，就算再苦再

难也要撑下去。”当命运的暴风雨

袭来时，袁菊香用坚守为家人筑起

一道避风遮雨的温暖港湾，也让家

人在她的坚守中看到一线希望。

市女企业家联合会认捐2万元：
公益之路上的温暖使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我们始终心系你们，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

要坚信温暖与希望就在前

方，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

为你们送去关爱与支持。

愿 你 们 勇 敢 面 对 困

境，积极寻求出路，早日走

出阴霾，迎接美好的明天。

爱心寄语

智力残疾的孙女是老两口最大的牵挂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编号：020

姓名：刘月凡

年龄：68岁

住址：渌口区南洲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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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中风丈夫悉心照顾
诠释了患难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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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儿和外孙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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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是正常的

人生轨迹。

但对于视障者群体，这样的正常生

活无异于一种奢望。毕竟，嫁给一名视

障者，面临的世俗压力可想而知。

“你一无所有，哪个女人愿意跟着

你？难道跟着你吃苦？”刘彪坦言，人生

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好经济基础。但

他也袒露，自己老婆并不是因为图自己

的钱。“因为自己只是有钱花，算不上有

钱人。”

“他是一个很阳光、自信、开朗的

人，没有任何的心理黑暗。”刘彪的妻子

左女士说，在别人牵线介绍后，她和刘

彪有了接触。随着接触深入，她觉得刘

彪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值得托付

终身。

“我老婆是一个极为节俭持家的好

女人，从不乱花钱。无微不至地关心

我 ，每 次 我 回 家 ，洗 澡 衣 裤 等 送 至 身

前。知道我喜欢喝酒，每次摆好酒杯，

将酒倒好递给我。”刘彪说，结婚多年

来，妻子一直如此，从未改变过。

记者笑道刘彪在家里过着“大爷般

的生活”，刘彪笑着说“差不多”。

刘彪的女儿在湘乡市某公立学校

读小学 6 年级。全年级 500 多学生，他

女儿成绩全校排名 17。陪读，是左女士

当下的主要任务。闲暇时，她也去做做

家政，赚点钱补贴家用。

为了让女儿好好读书，刘彪花了 30

多万元，在湘乡市买了一套房。

刘彪弃商后，就去深圳重操旧业。

深圳 10年，刘彪每个月收入不少于一万

元，最多时接近两万元。

2020 年，刘彪因一次偶然机会来到

株洲。“收入虽然少了，但离家近多了。”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刘彪通过天坦

读屏软件，过上了几乎和正常人一样的

生活。

“去北京旅游、去青岛讲学、去天津

分享个人人生体验，买火车票、滴滴打

车、微信支付，都能通过手机搞定，不要

谁照顾我。”刘彪当着记者的面，操作了

一番买火车票的全流程。

刘彪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工

作，好好学习。

“一年 365 天，人体有 365 个穴位。

有四肢，所以有四季。有 12 个月，就有

12 条大经络。人体要三通一正，肠道

通、血液通、经络通，骨骼正，三通一正，

无病无痛……”谈起神奇的中医药保健

按摩知识，刘彪随手拈来，坦言自己很

幸运。他正在做的，是对老祖宗文化的

一种传承。他现在主要通过喜马拉雅

听书软件，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曲黎

敏讲的《黄帝内经》、徐文斌（音）教授的

《从头到脚讲健康》。

2023 年 12 月 20 日，刘彪和往年一

样，又在年底交了 9000 多元养老保险

金。养老保险，他已经按时交了很多年

了。

“女儿大学毕业后，就正式退休，好

好享受生活。”刘彪说，趁现在还干得

动，多赚点钱养老。

记者离开时，刘彪拉起了自己心爱

的二胡。在他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杯

酒。

除了二胡，刘彪还会弹电子琴，会

吹萨克斯。

刘彪的妻子左女士“有点埋怨”丈

夫买这些乐器，“因为花了不少钱，让人

心痛。”

但刘彪说，对酒当歌，爱我所爱，就

是一种美好的生活。

“别人是否看得起你，关键是看你

努不努力，如果你总认为自己是个残疾

人，总想着别人施舍你，你说，哪个看得

起你？你说，哪来美好生活？”刘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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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晚，天元区桂花城小区楼下的

康百仕盲人推拿店，53 岁的涛哥正在接受盲

人按摩。

“人体就如一张大网，一出生就和大自

然融为一体。任何一个网点堵塞，就会酸

痛。”盲人按摩师一边按摩，一边和涛哥侃侃

而谈。

按摩师名叫刘彪，46 岁，湘潭市湘乡人，

从业按摩 30年。

中长头发，一副黑框眼镜，束腰的夹克

下，是花格棉衬衣和一条白色休闲裤，看起

来很阳光。不仔细观察，你很难发现他是一

个盲人，因为他的眼睛，是睁开的。

小学六年级，刘彪患上角膜炎。随着病

情日益严重，15 岁那年，他视神经萎缩，告别

了光明。

“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没钱，病一直没法

治好。”刘彪说，那几年，除了旁边经常传来

小伙伴追打嬉闹的声音，还有父母、亲戚、邻

居无意中透出的叹息声。想到自己这辈子

再也看不了动画片，踢不了足球，很可能要

打一辈子光棍，他偷偷哭了很多次。

沮丧、绝望、无奈以及对前途的恐惧，伴

随着他 11岁至 15岁那几年时光。

16 岁那年，刘彪的父母将他送至长沙某

按摩学校，学习中医按摩。

小半年学习，大半年实习。学习、实操中

的不断轮回，三年学习下来，刘彪终于拥有了

一门立世的手艺，成了一名职业盲人按摩师。

亲人无法陪伴，身边没有朋友，自己不

努力，就真的会被黑暗吞噬。

“我那时晓得，谁也靠不上，唯有咬牙挺

住，摸黑前行，一辈子决不能就这样废掉。”刘

彪说，在长沙按摩6年，他刻苦学习，拼命工作，

虽然没有底薪，但硬是凭着和老板的“55 分

成”，他每个月纯收入平均达到了7000元左右。

6 年后，刘彪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启动

资金。

而那时，他很多的小学同学，正在大学

校园，读书、恋爱、玩游戏、打桌球。

各行各业，均有着天赋型选手。

梅西、小罗，大罗，他们一出生就有

着异于常人的一双腿，他们最终成为这

个星球上最顶尖的足球明星。

《听风者》中的盲人阿炳，凭借着上

天赐予的异常听力和记忆力，在极短时

间内迅速找到敌方监听电台，成为隐蔽

战线上的英雄。

而刘彪，也有着异于常人的推销

能力。

原本只按摩的顾客涛哥，硬是在刘

彪三言两语下，将几十元的消费项目，

做成了翻倍的 150 元，最后还心甘情愿

充值了 500元现金。

一次偶然的按摩，刘彪遇到了儿时

的玩伴大刘。

这次偶遇，让刘彪的推销天赋有了

一个最佳的实施舞台。

大刘在长沙一电器城做销售，发现

店内绝大多数顾客来自乡下。

“为什么不在乡下直接开一家电器

店呢？”刘彪和大刘两人一拍即合，决定

开干。

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一众亲友的

激烈反对。

“你看不见，做生意有很多困难，你好

不容易赚了点钱，还是老老实实安心按摩

才是唯一出路……”亲友的劝阻，不无

道理。

但刘彪有着自己的打算和目标。

2004 年，刘彪和大刘各自出资 5 万

多元，在老家虞塘镇开起了第一家电器

商城，专门销售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日

常家用电器。大刘负责进货，刘彪负责

销售。

刘彪，这个大众眼中的残疾人，人

生第一次当起了老板。“盲人成家电城

老板”也一度成为当地的劲爆“头条”。

“我是个门外汉，就从电子管、显示

屏等最基础的东西学起。一个月后，谈

起电器方面的专业知识，也能脱口而

出，应答如流。”刘彪说，凭借优质服务、

诚信经营以及自己出色的推销能力，电

器商城很快成为当地农民最信任的电

器首选窗口。从第一年到第四年，两人

除开所有开支，平均年纯收入超过 30万

元，一举实现了当地农民心中的财富

自由。

那一年，刘彪 30 岁。那一年，很多

和他的同龄人，仍然拿着每月几千元的

工资。

2009 年，看到刘彪等人生意红火，

虞塘镇先后冒出了 5 家电器商城，内卷

日趋严重，刘彪果断选择了退出。

“做生意和人生一个样，有高潮，就

有低谷，当一条路要到头的时候，就要

选择其他方向。”刘彪笑言，做人要懂得

取舍，懂得知足。有了这四年的积蓄，

已够他全家在湘乡这样的一个小县城

舒心生活了。

1 因病致盲
他艰难地摸黑前行

2 跨界经营电器
当上电器城老板

3 “别人是否看得起你，关键是看你努不努力”

心里有光，世界就
有光。就算是一个盲人，也不

会总是黑暗的路。
刘彪，理疗师。一场意外的疾病，

让他告别光明，成为中国1700多万视障
人群中一员。但他不屈从于命运，他从穷
山沟走出来，从一个对生活几近绝望的盲
人，到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只花了10年
时间。

“人生就像游乐场，只有一张入
场票，怎么玩、玩什么？全靠自

己怎么选。”他说。

刘彪向记者演

示如何通过手机购

买火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