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毅力给梦想插上翅膀
□ 杨晓莉

“春风里的亲情、夏日里的别离、秋阳下的相遇、冬雪里的展
望，每一季的岁月，都带给了我不一样的风景，也带给了我不一
样的成长……”日前，在微信朋友圈内，一则“我的 2015”引起了
大家的赞扬并被转发。其作者名叫张新，今年 27岁，家住送桥镇
神居山村徐庄组。他是一名有着 8年强直性脊柱炎病史的肢体
残疾人，同时也是扬州地区 2015年唯一一名考取硕士研究生的
残疾学生。日前，记者来到张新家中，倾听他的成长故事。

身患“不死癌症”，他拄拐继续求学

初见张新，微躬的身体，隐约可见的白发，看起来比实际年
龄要大一些。张新说：“这是‘不死癌症’对他的‘馈赠’，没法选
择，只能接受。”

小时候，张新学习认真、听话懂事，一直是老师眼中的好学
生、父母心中的好孩子。然而命运却捉弄了他。10年前的一天夜
里，剧烈的疼痛将张新疼醒，他发现整个左胯出现严重的急性水
肿，同时伴随着神经的剧烈抽搐和收缩，后来张新被确定患上了
被医学界冠以“不死的癌症”之称的强直性脊柱炎。

从那时候起，张新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求医之路。初三休学
的一年里，张新先后辗转上海、南京等地就医。在上海某医院，张
新先是接受了迷走神经刺激手术，接着又是 3个月的注射治疗。

“那 3个月的注射治疗，每天除了挂水外，还有两次肌肉注射，几
个月下来，手腕和手臂全是针眼。”张新说，与发病时的疼痛相
比，自己更愿意忍受扎针的痛苦，因为这是康复的希望。

原以为经过手术和药物的治疗，病情可以好转，怎奈天不遂
人愿，半年多的治疗只换来不到一个月的安宁。出院后没多久，
张新的病情再次发作，无奈之下，他又到南京某医院接受治疗。
病痛的折磨使张新的体重由原来 60多公斤降到不足 40公斤。

此后的一年里，在止痛片、抗炎激素和其他药物的作用下，
张新的病情终于有了些许好转，开始能借助双拐勉强行走。当
时，张新做出了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决定———拄拐继续求学。

“父母起初是不同意的，担心我的身体受不了。”张新告诉记者，
拄上双拐后，他整个人变得很自卑，也一直无法正视自己成为残
疾人的事实，甚至害怕出门见人，但看到父母担忧的眼神，想到
父母对自己的付出，自己必须坚强起来。在张新的一再坚持和劝
说下，父母同意了他继续求学的要求，并给予了全力支持。

返校后，张新选择继续读初三，他特别珍惜这次重返校园的
机会。张新说，父母都是普通百姓，为了照顾自己，母亲歇业在
家，一家人的开销全靠父亲打零工来支撑，常年累月吃药、反复
入院治疗、家庭日常开支，各种费用使原本就不富裕的家更是负
债累累。虽然病痛时断时续地折磨着张新，但一想到父母的艰
辛、上学机会的不易，他硬是坚持了下来，将全部精力放在学习
上。一年后，张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市重点高中。

更让人欣喜的是，在药物的控制下，张新的病情也渐渐进入
稳定期，高二那年，他终于摆脱了双拐的囚困，开始能跛着行走。

一路坚持，他站上人生新起点

虽然只能跛着走，但对于张新来说已是无比开心的事情。然
而命运的捉弄并没有结束。“高考前夕，我的病情再次加重，全身
疼痛难忍。”张新说，那年高考期间，为了减轻疼痛，他大把大把
地吃药，在极度昏沉的状态下完成考试，最终以一分之差名落孙
山。这个结果对于渴望用成绩回报父母的张新来说无疑是沉重
的打击。雪上加霜的是，那年，张新的父亲张国和在工地意外摔
伤，为了不让参加高考的张新担心，家人一直瞒着他，直到高考
结束后，张新才知道。

父母深沉的爱再次让张新觉得无以为报，面对现实，他毅然
选择了复读。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年的努力，张新顺利考入
了扬州大学，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2011年，张新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方式踏进了大学的
校门。进入大学后，张新珍惜着、努力着。他的努力也换来了收
获，先后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等。大二上半学期，他
一次性通过英语六级和计算机二级考试，并在大二暑假期间顺
利完成毕业设计和论文的实验工作。他还先后被评为“校优秀学
生干部”“校优秀团干部”等。大学毕业前，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学习之余，深知父母不易的张新还做各种兼职，帮助
父母分担家庭负担。

大学四年，张新的学校生活远不像其他同学那么轻松，除了
因肢体残疾带来诸多不便外，疼痛也一直困扰着他，影响着他的
学习和生活。四年里，他多次因病发住院接受治疗，最严重的一
次是大三上学期，疼痛难忍的他打电话给父母，等母亲张怀香连
夜赶到宿舍时，张新已陷入昏迷。对于许多父母来说，接到孩子
的电话无疑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张怀香却告诉记者，每一次儿子
打电话回来，自己的心都会拎起来，最害怕听到儿子病情复发的
消息。

身体的疼痛、苍老的父母，让张新接受着身体和内心的双重
煎熬。采访中，张新直言，自己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但想到自己
是父母在这世上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强。

张新深知自己无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毕业后能从事很多工
作，因此，他选择了考研，希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能

力，以便以后求职时能有更多的希望。
就在临考的前一个月，当别人都在通宵达旦奋战时，张新再

一次被病痛攻击，他的右胯又出现了急性水肿，整个人失去了行
动能力。即使这样，张新也没有放弃，在住院的 !" 多天里，他一
边接受治疗，一边抓紧复习，出院没多久，他便走进了考场。虽然
因为病情，张新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但他仍以优异的成
绩考取了浙江农林大学硕士研究生，成为扬州地区 !"#$ 年唯
一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残疾学生。

“别人认为我不行，我一定要行，骨子里有一股倔强支撑着
我。”张新说，正是这种倔强，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挺过求学路上
的艰难，不断地站上人生的新起点。

期待明天，他继续梦想之旅

患病 10年来，为了控制病情，张新坚持每天服药治疗，即便
如此，病情总是反复发作，疼痛也时断时续地折磨着他。张新说，
对于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而言，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会引起腰部
肌肉的痉挛，而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入睡后。10年来，他常常被腰
部的肌肉痉挛折腾醒，很多时候一夜都不能睡，然而这种折磨与
病发时的剧烈疼痛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一次又一次，张新
都坚持了下来，多年来病痛的折磨，已让他不能跑跳、不能爬楼
梯，甚至有时都难以跛着走路。张新说，年少懵懂时，自己曾自怨
自艾过，也曾愤怒不公过，但一路走来发现，那些所谓的挫折和
痛苦，更像是生活给予的一份厚重礼物，让自己变得更加坚韧，
更加懂得珍惜和感恩，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恩父母深沉而
厚重的爱，感恩所有曾经或现在给予自己无私帮助的可爱的人。

张新告诉记者，对自己而言，攻读硕士研究生只是自己漫漫
人生路途中的另一个起点，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还有很多困难
要面对，但无论什么困难，自己都会坦然面对，并通过自己的努
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前面的路漫长而多舛，但我们相信坚持的力量，相信张新通
过不屈不饶的努力，终将迎来人生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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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菊：赞化舞台让我在育己育人中快乐成长
□ 张晓晖

王秋菊永远不会忘记，!"#! 年 $% 月，她公开竞聘赞化学校
团委书记一职，在演讲中，她说：“参加这次竞聘，我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是的，进入赞化学校短短 & 年时间，她凭着对教育
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事业心，赢得了全校上下的一致肯
定。王秋菊说：“我能竞聘成功无疑是幸运的，赞化学校机会公
平，谁付出谁收获，让我在工作与家庭中幸福行走，在育己育人
中快乐成长。”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历时七个月的基本功比
赛终于结束，在磨练中成长，在鼓励中再出发。我把每次经历都
当做财富，我对自己说，加油！”王秋菊告诉记者。在去年全省基
础教育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上，经过重重筛选，历经多场比
赛，王秋菊最终获得省初中思想品德赛课第一名的好成绩，同事
朋友们纷纷为之点赞……

从学校各项活动的策划、相关准备以及活动期间的主持，王
秋菊都亲力亲为，虽然繁忙，但她说这样才充实。与现在的成熟、
知性比较起来，王秋菊也曾经迷惘过。!%"& 年，从吉林师范大
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后，王秋菊正是看中了赞化学校优质
的办学实力和发展前景，远离家乡落户高邮，成为赞化的一名政
治老师。

赞化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办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存之本，学
校给每位青年老师提出的是“三年合格，五年优秀”的要求。 从

大学教室一下子进入繁重的教学工作，又远离家乡，王秋菊坦言
也有过不适应，也有过犹豫。王秋菊发现，原来许多刚入校的教
师与她有着同样的烦恼，他们渴望成长，却一下子找不到方法。
如何让这些渴望成长的教师迅速成长？“学校的青蓝工程，给我
们指明了方向。”

赞化关心培养年轻教师，形成了一个身教重于言教的好传
统，给每名年轻教师都安排一名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做
师傅，师徒结对帮教。师傅王俊龙告诉王秋菊：教思想品德课重
要的是对学生思想形成正确的引领，不仅教学生知识，更要教学
生做人。学生不光听老师说得如何，更看老师做得如何。师傅的
话使她想起：赞化学校没有一个老师横穿学校大门前的马路，没
有一个老师在校园任何一处地方吸烟；无论刮风下雨，没有一个
老师不按时到校，因为老师们知道，有很多双亮晶晶的眼睛正看
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王秋菊赛课时，王俊龙老师牺牲节假日
休息时间，甚至感冒发烧时，也坚持到校听课、评课、指导。王秋
菊为了兑现“上好每一课”的承诺，晚上常常把两岁的女儿哄睡
着后，再上网查找资料、设计教学情景、修改教案，经常忙到夜里
两三点钟。尽管如此，白天，她仍一样以充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
活跃在课堂、操场、会场上。终于有一天，她因劳累过度，引起低
血压、低血糖，升旗仪式结束后她晕倒在操场上，但她吃了一块
巧克力、喝了一杯水后，又拿起课本走向课堂……!%#! 年，她

不负众望，在学校公开竞聘中被推举为校团委书记。
“这里给我们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里，我们彼此信

任、互相依赖。每一步的尝试与努力，都让我们找到了心灵回家
的路。”回想当初，王秋菊感触颇深。' 年前，她和一批外地青年
教师一样，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为了使他们能够扎根高邮，安心
教师岗位，学校从各方面给予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五一”假
日，学校组织新教师到杭州等地参观游览，江南的秀美风光使他
们流连忘返；中秋节时，学校分发月饼，举办联谊活动，抚慰他们
思乡之情；有的老教师还从家里带来腌制的酸菜、咸鸭蛋给他们
吃；学校选派王秋菊到武汉学习，增长见识，拓展视野。

!%## 年，王秋菊参加了学校为 & 对客籍青年教师举办的
集体婚礼，学校帮助他们申请了经济适用房，她在高邮安了家；
她怀孕后，学校尽可能减轻她的工作量，年长的女老师悄悄向她
传授育婴经验；她回东北生养时，校长室安排专车送她到泰州火
车站……股股暖流化成她振翅高飞的动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年，王秋菊获得江苏省青年教
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还曾获江苏省优秀法制课件评比二等奖、
高邮市优秀课比赛一等奖等许多奖项；先后被评为“扬州市优秀
团干”“高邮市十佳青年”，多次被表彰为“高邮市优秀团干”。

如今，王秋菊深深爱上了赞化这块教育的沃土，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她最大的愿望是赞化这棵大梧桐树更加根深叶
茂、硕果累累，她说她已和赞化成了命运共同体，赞化助她进步
成长，她为赞化添砖加瓦，赞化的明天更加充满希望。眼看着越
来越多的青年教师加入赞化这个大舞台，王秋菊要做的事情似
乎更多了，对赞化的良好发展态势，她又有了新的期待。

张新和父母

张新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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