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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通讯员/
黄隆辉） “别人帮过我，我也要帮助别人。”10 月 29

日上午，34 岁的青年孙优制再次来到市中心血站参

加无偿献血，这是他在株洲参加的第 100 次无偿献

血。13 年来，他已累计献血 105 次，献血量累计达到

41600毫升。献血路上，这名青年为什么这么执着？

善举救妻命 坚定无偿献血路

孙优制是安徽亳州人，妻子是湘潭人，目前在株

洲工作生活多年。

谈及第一次无偿献血，孙优制记忆深刻。那是

2011 年 6 月，当时孙优制在新疆工作。在公司组织

的集体献血活动中，他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

“第一次献血，有些紧张，也很开心。”孙优制说，

得知无偿献血可以为他人生命“续航”，觉得很有意

义。后来，他来到湘潭、株洲，仍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2017 年，孙优制的妻子在生产时遭遇大出血，需

要大量输血。紧急时刻，孙优制向医生出示了多年

来 保 存 的 献 血 证 。 多 年 的 善 举 使 他 很 快 获 得 了

回报。

孙优制的妻子输血后，手术非常成功。孙优制

称，自那以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献血之路，并为自

己定下目标：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要将无偿献血坚持

下去。

同年，得知捐献血小板，献血间隔期更短，孙优

制又开启捐献成分血，并定期前往血站捐献。

13年献血路 2次荣获全国金奖

“献血既能帮助他人，也有利于促进自身血液循

环。而且自己不用时就相当于一份‘固定存储’，万

一要用时那就是救命嘛。”孙优制说，有朋友劝说他

不用“准时打卡”献血，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献血之旅坚持 13 年，孙优制已获得诸多与无偿

献血相关的荣誉。其中，2 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

谈到互联网上有关无偿献血的不良言论时，孙

优制说，凡事只有自己做了才有发言权，只有自己试

过了才知道真与假。

作为一名资深的献血者，他呼吁更多的市民加

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同时，他表示，自己会向其

他优秀献血者看齐，在身体健康及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继续为社会奉献一份爱心和

力量。

荷塘区委副书记、区长罗鹏程
接听12345热线

消安、物管等投诉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10 月 30 日

上午，荷塘区委副书记、区长罗鹏程做客 12345 热线接线

大厅受理市民来电，2 小时接听了 16 个电话。消防安全

隐患、扰民问题、物业管理三类问题市民反映较多。

上午 9 时整，罗鹏程刚坐到接听席，就响起了电话

铃声。

“小区道路本来就窄，还停满私家车，一旦发生火灾，

消防车进不来。”来电人黄先生是荷塘区芙蓉小区业主，

他反映小区车辆违停严重，存在消防隐患，虽然社区和消

防部门都安排人员曾来实地调查，但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共有 4位市民投诉小区消防隐患问题。

罗鹏程回复，安全无小事！许多居民小区存在停车

难问题，可任何现实困难都不能成为小区物业管理单位

忽视消防安全的理由。他交办荷塘区物业服务指导中

心、街道、消防部门，要求安排工作人员到相关小区查勘，

由物业服务指导中心牵头，组织召开协调会，拿出切实可

行方案，排除安全隐患。

垃圾、污水等扰民问题也是市民关注热点。住上月

塘路附近的文女士投诉，有人捡废品堆放在楼梯口，天气

炎热滋生蚊蝇。月塘街道石子头社区居民张先生反映，

当地污水排泄有问题，经常发生路面积水，使附近居民出

行不便。

罗鹏程立即交办给相关责任单位，要求安排专人对

接、限期办结，部分权责不清、情况复杂的问题，由责任单

位领导带队现场协调，在 5个工作日内给予市民答复。“扰

民问题看似是小事，实则是关系市民生活质量，马虎不

得！”罗鹏程说。

物业管理问题投诉内容集中在电梯故障、漏水、设施

配套不完善等方面。此外，还有市民投诉物业公司在物

业管理制度中设置霸王条款，侵害业主利益。

罗鹏程交办荷塘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要求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调查核实清楚，与街道社区及小区物业做好

对接，妥善处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接听结束，罗鹏程组织召开现场交办会，明确责任。

他要求各职能部门迅速行动，用心用力用情帮群众纾困

解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幸

好小区还没有通气，你们不知道私自拆卸燃气表

属违法行为吗？”近日，株洲中油燃气有限公司安

全监察部工作人员在天元区城际空间站小区开

展燃气安全例行检查时，发现个别正在装修的新

房内存在燃气表受损、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

等现象，影响整栋居民楼的燃气的开通。

乱象：
燃气表躺地上，燃气管当固定桩

今年 9月，绿地城际空间站小区 14号地块建

设项目完成联合验收。不久，一些购房者收房，

并对新房进行装修。

10 月 24 日 ，株 洲 中 油 燃 气 有 限 公 司 安 全

监察部工作人员在该小区开展燃气安全例行

检查时，发现了危险行为。原来，一户人家厨

房内挨着燃气管道的一堵墙已被拆除，燃气表

已从燃气管上脱离，丢弃在地，燃气管上绑着

一根粗绳，绳子延伸到阳台，用来吊楼下的装

修建材。工作人员发现问题后，立即联系业主

和装修公司，制止违规作业，并将情况上报给

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随后对装修住户逐一检查，发现普

遍存在拆墙、燃气表受损等情况。

私改、破坏燃气设施，危险又违法

10 月 29 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株洲

中油燃气有限公司对绿地城际空间站小区因装

修损坏燃气设施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明确，燃气用

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

门，不得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

线，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

气计量装置等。违反上述规定的，由燃气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株洲中油燃气有限公司提醒：中油燃气用户

如发现擅自破坏燃气设施等涉及燃气安全的行

为，请立即拨打株洲中油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

热线 28508000 进行举报。该公司将迅速安排人

员到场处置。根据《株洲中油燃气有限公司燃气

安全隐患举报奖励管理办法》规定，市民反映的

燃气安全隐患问题经查证属实，将给予首位报告

人相应奖励。

“别人救过我的小家，我也要帮助别人”

90后小伙完成第100次无偿献血

孙优制获得“感谢状”和鲜花。 通讯员/供图

任性装修拆燃气表 装修公司被调查

正在装修的新房内，燃气表受损。

记者/刘平 摄

2024年10月3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朝阳 美术编辑/张 武 校对/袁一平人物06

身处逆境，心向阳光
——一个残疾孤儿的成长与奋斗的故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徐滔 通讯员/吴志军 刘芳

她在福利院长大。结婚前，她不知家为何物。

她虽有父母，但父爱和母爱于她而言是一种伤

害。因重度残疾，她 5 岁时被母亲抛弃在公交车上，

成为事实孤儿。

12 岁入学，她从轮椅上慢慢站起，拄着拐杖，从

小学到大学，从远远落后的起跑线上，一步步冲到年

级优等生、拔尖生。

没有外力鞭策，全凭儿时梦想驱使她在绝境中

逆袭：购房购车、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成为财务领域

专业人员。一个重度残疾的孤儿，克服一个又一个

困难，实现很多正常人也难以完成的目标。

如果人生有机遇，那么她数十年来机会寥寥。

如果人生有困难，那她的大多时候身处逆境。

“绝境中也会给你留下一丝光，虽很微弱，但只

要你不放弃，或许就是出路……”她说。

5岁那年，她被亲生父母遗弃

10 月 19 日下午 3 时，天元区三门镇月福村鱼腥

组，37岁的郭燕（化名）正在婆婆家坐月子。

郭燕婆婆家在一个小山包下，这里没有城市的

喧嚣，非常宁静。

短而柔顺的秀发，开朗的笑容和自信的谈吐

……如果不是拄着拐杖行走，你很难相信她是一个

重度残疾者。

“不太记得父母的样子了，也不知道家到底在哪

个村，但被抛弃的那个晚上仍然记得。”郭燕说，自己

家也是住在一个山村，门前有一个很宽空地，周边有

很多人家，很热闹。她上有两姐，下有一弟，姐弟都

是正常人，就她是小儿麻痹症无法走路。被母亲“送

走”时她仅 5岁左右，当时母亲说去外婆家，骑自行车

带着她走了一天一夜。醒来时，她躺在公交车座椅

上，母亲已不见。公交车司机将她送到了派出所，警

察盘问无果，只能将她送到福利院。

“突然没了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不停哭泣。”她

说，到福利院后，随着时间推移，她慢慢适应下来，父

母和兄弟姐妹的印象也渐渐淡漠，现在就算见面也

不认识了。

“不知道家人的名字，更不知自己生日，究竟来

自哪，这些情况，也许这辈子也不得而知了……”谈

起这些，郭燕爽朗的笑容慢慢衰退。她说，现在已不

恨父母了，父母抛下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当记者问及福利院最开心的事时候，郭燕很快

切换了一个模式，说“最喜欢城管叔叔来福利院，因

为他们来，就会带很多西瓜来给我们吃。”

12岁才上小学的大龄学生

“上学前都是福利院的夏青阿姨教我拼音、写

字、算数。”郭燕说，直到 12 岁，她才进入芦淞区庆云

山小学（当时的子弟小学）直接就读二年级。而那

时，她的同龄人已小学毕业。

“上学最大的困难就是拄拐杖爬学校那个陡坡，

要爬很长的时间，所以福利院领导后来就组织福利

院的几个小孩，用轮椅推着我上去。”郭燕说，不久之

后，为方便上下学，她寄宿在校，每周五和周日福利

院再来接送。

“上学之初有点心理障碍，一来我是重度残疾

人，二是年龄比同学大一倍。”郭燕说，但她的班主任

喻萍老师很好，要求所有同学不能嘲笑她，都要喊她

姐姐。

小学毕业后，郭燕去了市七中上初中，并以优异

成绩，考入市一中读高中。高二文理分科，她进入 4

个文科班仅有的一个重点班。

“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比较好。”郭燕说，高

中班主任告诉她“考个好点的一本还要继续努力，但

考二本没有问题”。

因为高校婉拒的可能性很大，经福利院和学校

多次沟通，她放弃了高考，直接参加了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的提前的自主招生考试。

回忆求学路，郭燕充满感激。她清晰记得天天

帮她打饭的同学们，天天帮她上下楼拿拐杖的兄弟

姐妹们，经常在雨雪夜接送她上下补习班的福利院

工作人员，还有那个至今仍然不知道名字的“昂立英

冠”负责人——那个培训学校获悉她情况后免除了

她所有英语补习费用。

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她从轮椅上逐渐站起

来，学会扶着拐杖走路，虽然每一步都蹒跚而趔趄，

但她的坚强、开朗、不屈不挠以及优秀的学习成绩，

感染了一个又一个身边的人，也收获了一份又一份

友谊。

100次求职后，终于成功了

“知道自己的短板，所以我比很多人刻苦、上进、

自律和努力。虽然很多人帮我，但最终的出路，必须

靠自己。”郭燕说，大学阶段她学的会计专业，在学校

拿过励志奖学金和其他类奖学金。大学期间，她同

时参加湖南大学“企业财务管理”本科自考并顺利拿

到文凭，也考完了多个会计资格证。

“我现在是中级会计师，最难的注册会计师也只

剩两门没考了。”她说。

虽然专业成绩优秀，但郭燕的求职路十分曲折。

“2013年大学毕业后，简历投了 100多份，人才市

场也去过无数次。但用人单位都婉拒了。”郭燕说，

就算“残疾工厂”也只招轻度残疾人。招她这样的重

度残疾人用人单位风险性太高。虽然她不计较工资

和辛苦，但毕业几个月仍无法找到工作。

“求职起码有 100 次，最后还是我老师带我去了

省残联的招聘会，万幸的是那一次我成功了。”郭燕

说，她第一份工作是做移动公司外包单位的客服

人员。

“第一个月拿到 1000 多元的工资，我激动了很

久，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通过自己努力赚到的钱。我

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加努力，做得更好。”郭燕回忆起

当时的求职路，感概万分。

3 年后，她在同学帮助下，进入到一家房地产公

司下属的物业公司。从一名普通的会计做起，直到

后来的财务主管。

“你可以理解成常人眼中的财务老总。”她说，除

开“五险一金”，每月到手的工资也由 2000 多元涨到

6000多元。

现在，郭燕跳槽到一家制造业企业做会计。因

生育带薪休假 10个月了。她说，老板很信任她，她上

班后肯定会全力以赴，回报公司。

“世上最好的媳妇”

财务专业的人善于理财。几年工作下来，郭燕

也有了一笔可观的积蓄。房价低潮时，她在株洲购

买了一套近 100平方米的商品房。

考取最难的注册会计师证，成家立业，都是郭燕

的规划。

正是她在专业上不断追求精进，郭燕也因此收

获了甜蜜的爱情。

2020 年，郭燕参加会计师资格考试，认识了同考

场的一个女孩。

“她看我行走不便，搭了我一程。”郭燕说，后来

通过微信聊天和不断的业务交流，她和这个女孩成

为朋友。

这 个 女 孩 将 她 的 表 哥 汪 晓（化 名）介 绍 给 了

郭燕。

“他是个大帅哥，内向、实诚，很上进，是一个可

以值得托付的人。”郭燕说，2021 年 10 月，恋爱一年

多后，她结婚了。

记者采访郭燕时，汪晓正在上班。他是一名焊

工，目前月收入 7000多元。

“我被她上进心折服，而且她善良、美丽、大方、

自信。”汪晓说自己不善言辞，但很爱她。自己在妻

子鼓励下，坚持自考，文凭即将到手，自己也即将由

初中生成为大学生。

郭燕说“任何人只要稍有瞧不起她，丈夫就会生

气，再也不会理这个人了。丈夫特别看重自己。”

郭燕的婆婆评价郭燕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媳

妇”。嫁到汪家后，郭燕和公公婆婆说话一直都是和

声细语，家里亲戚有经济困难，总是帮衬。“我腰痛，

媳妇请最好的医师帮我治疗，治疗费不要我负担一

分钱。找到这样的好媳妇，是我们家的福气，我感觉

特别的幸福。”

夫妻相亲相爱，家庭和睦幸福，日子蒸蒸日上。

一个重度残疾的女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理想。

她感概万分，希望记者能传递一声她的感言：“感谢

党和政府对她们这样的残疾孤儿给予的关怀和温

暖，感谢福利院家人们的照顾和关爱，感谢社会上好

心人对她的帮助。”

“现在有不少人对前途悲观、失望和沮丧，只要

看看我，大家还有什么不能过去的坎？只要你努力，

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她说。

希望她能激励
“躺平者”

起点不能选择，但终点可以自己决定。一

个 5 岁即被父母抛弃的重度残疾女孩，可谓遇到

了人生最不幸的事，可她通过自身努力，竟过上

了不输常人的精彩生活。她的故事，是对‘命

运’二字最深刻的诠释。

她 的 坚 韧 和 毅 力 ，是 对‘ 躺 平 ’最 好 的 反

击。即使身处绝境，只要心中有光，就能找到出

路。社会竞争多，工作、生活压力大，“躺平”成

为不少人的“无奈之选”，可是，有几个人的困难

比郭燕还大，她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我们还有

什么理由退缩？

记者手记

郭燕、她的孩子、她的婆婆。 记者/徐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