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展示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凝聚残疾人的智慧和力量，为“适应发展新常态，建设美丽新高邮”作出新贡献，大力营

造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的社会氛围，市残联和市文明办联合开展第二届残疾人“自强之星”评选活动。通过自下而上逐级推荐、初步评审，推选 10名候选人，现予以公布。

读者可在 10名候选人中选出您认为最让您感动的 6位（多选或少选无效），剪下选票参与投票（复印有效）。每个身份证号码只能投票一次。截止日期为 4月 27日。市

残联和市文明办将以各位候选人得票多少为主要依据，评出高邮市第二届六位残疾人“自强之星”。（排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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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第二届残疾人“自强之星”评选活动选票

备注：请在您选中的姓名下的空格内打“√”，限选 6人，多选或少选无效。填写
后的选票请于 4 月 27 日前（以邮戳为准）寄至高邮市残疾人联合会（高公桥路 40
号），邮编：225600，或送至高邮市各乡镇（园区）残联。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复印有效）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沿虚线剪下

高邮市第二届残疾人“自强之星”候选人事迹简介

沈荣华，男，
1972年 10月生，
一级肢体残，卸甲
镇人。
沈荣华，原

本有一个非常
好的瓦匠手艺，
然 而 40 岁 那
年，因胸椎肿瘤

进行治疗后，丧失了行走能力，长期
瘫痪在床。身为家中顶梁柱的他，为
了不成为家人的累赘，解决自己的生
活问题，自学十字绣，并以持之以恒
的精神，在几年中，先后绣出《奋斗》
等 30多幅精品，卖出了 4万多元，受
到了当地百姓的一致夸赞，也成为当
地自强不息的典型。

张祥玉，男，
1961 年 8 月生，
肢体残疾，经济开
发区人。
初中毕业后，

他学习修鞋，后又
用修鞋赚的钱开
办了从事卖鞋修
鞋经营的祥玉鞋

店。凭着自己热情的服务态度，老少
无欺的经营理念，鞋店规模越来越
大，他的生活也逐步得到了改善。这
么多年来，张祥玉没有向政府开过
口，靠自己的勤劳支撑起一个家，不
但结婚生子，而且还将自己的孩子培
养成为一名大学生，人们投向他的目
光里充满了敬佩。

张爱斌，男，
1975 年 12 月
生，肢体三级，高
邮镇人。
他 1999 年

毕业于山东省滨
州医学院，临床医
学系，现任市人民
医院病理科副主

任医师。在工作中，他不断学习新知
识、新技术、新疗法，了解肿瘤疾病发展
的新动态，积累新经验，在省级以上医
学期刊发表论文八篇，成了学科的带头
人，也成了医院的业务骨干。这些年来，
他取得了很多的荣誉，也受到了患者的
信赖，多次被评为“市人民医院先进个
人、优秀医务工作者”称号。

张萍，女，1974
年 12 月生，肢体
四级，高邮镇人。

在高中时因
病致残的她，在
朋友们的鼓舞帮
助下走出生活的
阴影，走上了为
残疾人服务的工

作岗位。6年来，张萍不顾自己行走不
方便，走访残疾人家庭，了解到第一手
资料，想方设法为残疾人解决各种难
题，成为残疾人的“贴心人”。她获得江
苏省优秀专职委员、扬州市基层残疾
人组织优秀个人、市残疾人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

徐月红，女，
1980 年 5 月 出
生，肢体四级，送
桥镇人。
全镇 165 名

重度残疾人在她
的帮助、指导、申
报下享受到了国
家重残补贴金；全

镇 45名轻度残疾人在她与福利企业
联系下，得到了工作，交上了养老保
险；全镇 8名精神病患者在她的帮助
下，申请到了免费给药、治疗的机会。
身患残疾的她坚强得令人动容：丈夫
突遭车祸身亡，自己又因肾结石摘除
了一个肾，多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
的公公。荣获“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
“金鹰自强不息残疾人”、“高邮好人”
等荣誉称号。

夏贻国，男，
1965年生，听力
一级残，界首镇
人。
患 有先 天

性残疾的他，与
同样患有肢体
残疾的妻子结
婚。婚后，他们

带头创业，承包家乡的稻米加工厂，
经过近十年的打拼，如今已成为当
地创业领头人。致富后，夏贻国夫妇
不忘家乡人的支持，不但热心关注
村里的各项事业，而且还每年拿出
一定资金用于困难家庭慰问，充分
彰显了身残志坚人的风采。他的家
庭被评为“五好家庭”，计划生育“十
星家庭”。

葛永来，男，
1962年 12月生，
四级肢体残，汤
庄镇人。

高 中 毕 业
后，身有残疾的
葛永来，不向命
运低头，成功组
建了高邮市联谊

食用菌场，并仅用几年的时间，使工
厂发展壮大。致富后的他，不忘本，
不仅主动帮助残疾家庭脱贫致富，
还热心为残疾人做好事、办实事。自
2008年以来，他每年都在企业经营
的盈利中拿出资金帮助全镇残困家
庭，截至目前，已累计捐赠帮扶资金
2万多元，得到了全镇广大干群的一
直好评。

解正年，女，
1978年 1 月生，
视力一级残，甘
垛镇人。

19 岁那年，
她因一次疾病
导致双目失明，
为了还清债务、

让自己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解正年
通过刻苦学习，终于考取了按摩师
证书。2009 年，解正年在扬州市区
开起了盲人按摩店，并用自己开店
所得经常帮助有需要的人。解正年
说：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将来能把
自己的按摩店做大做强，吸引更
多残疾人来此就业，帮助他们获
得重生。她的事迹也被《扬州晚
报》等媒体报道。

翟以松，男，
1969 年 4 月生，
肢体四级，城南
经济新区人。

2007 年，他
历尽了艰辛建起
了 10余亩的“高
邮市绿野畜禽养

殖基地”。他吃苦耐劳，刻苦钻研，边干
边学，养殖基地规模越来越大，现已年
出栏生猪 5000多头，林下散养草鸡
10000多只。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他不
忘身患残疾的弱势群体。在他的帮助
下，肢体二级的祁建山也建起了家庭
养鸡场，年收入 10多万元；他先后招
收 10多名残疾人到他的养殖基地工
作；2011年，他还主动拿出 5000元无
偿支持本村的公益事业的建设。

武在宏，
男，1954年
9 月生，四
级肢体残，
卸甲镇人。

患 有
先天性肢体残疾的他，虽多年来
饱受疾病的折磨，却始终以积极
乐观的心态，笑对生活、面对人
生，并且经常凭一己之力，帮助救
济他人。2012年，得肺气肿等多种
疾病的武在宏，为了给社会贡献
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主动联系
市红十字会，将遗体无偿捐献给
医疗单位作科研之用。他成为我
市捐献遗体第一人。他的名字已
刻上“博爱纪念碑”。

01.沈荣华 02.张祥玉 03.张爱斌 04.张 萍 05.武在宏

06.徐月红 07.夏贻国 08.葛永来 09.解正年 10.翟以松

这里不是医院，但这里有专业的医生帮孩
子们治病；这里不是幼儿园，但这里有许多老师
给孩子们上课……这里是新建的市残疾人康复
中心。该中心于本月 16日上午正式揭牌启用，
成为我市残疾人的“新家园”。近期，记者走进市
残疾人康复中心，感受残疾人新“家园”的新气
象。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16日上午，记

者刚踏进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便看见中心的康
复师们正带领来此康复的孩子们在宽敞的操场
上欢快地跳着，虽然和正常孩子相比，来此康复
的孩子们的反应相对迟缓点，动作也不到位，
但看到自家孩子都能或多或少地动起来，站在
一旁的家长们都显得很高兴。
“康康，跟老师学，跳起来，对，就是这样，你

真棒。”一旁的王女士不断地鼓励着儿子。“儿子

今年 7岁了，智力有些问题，平时也不怎么愿意
说话，有点自闭的倾向。”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儿
子来康复中心经过一年多时间康复，现在情况已
经好多了，有时候也能说上一两句话。“新康复中
心怎么样？”记者问道。王女士还未开口，站在另
一旁的刘奶奶立即说：“好，好得没话说。”“那是
我的孙女，今年 7岁，因为车祸造成截瘫，前两
天第一次来这里，都不肯回去了。”刘奶奶指着不
远处坐在轮椅上“跳”得正欢的小女孩说道。“的
确这样，新的康复中心更宽敞，康复设备也更先
进，有许多的训练室很像游乐场，有时候在玩耍
中便达到了康复的目的，儿子来到这里后，非常
喜欢，更愿意来了。”王女士接着说。

一曲结束后，记者走到刘奶奶的孙女面前。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慧慧。”“喜欢这
里吗？”“非常喜欢，这里很好玩。”记者每问一

句，小姑娘都开心地回答。
正如慧慧小姑娘所说，在孩子的眼中，康复

中心“很好玩”。在中心内，记者看见，在操场东
侧便有一处游戏屋和滑滑梯组成的小型游乐
场，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爬上来、滑下去，玩
得不亦乐乎。不仅如此，康复中心 1至 4层，都
是为 0至 6周岁儿童免费提供的康复场所，每
一层都有一处游乐场，或大或小。同时，记者发
现，位于中心二楼、三楼、四楼的一些理疗室
里，康复设备不再是单一的球、杆子或是凳子之
类，摇摇床、摇摇凳、小楼梯、秋千……设备多式
多样，灯光一开，五颜六色，非常好看。室内的地
面上被铺上厚厚的软垫，即使孩子摔倒也不会
感到疼痛。“别看这一间，里面的设备价值超过
了 50万元，孩子们在这里玩游戏便能达到康
复效果。”在一间感官训练室里，中心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这里的设备对视力、听力、肢体等方
面有残疾的孩子都有很好的理疗功效。
大手笔的投入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赞扬。

记者每次来到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被采访的孩
子和家长们说起这个新“家园”都直夸好。许多
普通市民对此也赞不绝口。“没想到政府这么关
心残疾人，为残疾人建这么好的场所。”家住中
心附近的吴奶奶告诉记者，中心里有许多供小
孩游玩的设施，自己和一些邻居经常带着还没
上学的孙子、孙女来玩耍。
记者了解到，新的康复中心正式启用后，由

于场所宽敞、康复设备先进，许多家长主动带孩
子来康复。截至目前，每天前来康复的有 100
多人，比往年多出了 40%左右。

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残疾人的新“家园”
阴 李涛 杨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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