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仁海：用心温暖每一个贫困残疾人
□ 记者 杨晓莉

初冬的早晨，寒意逼人。11月27日一大
早，朱仁海又一次敲响了龙潭村 8组张玉金
的家门，这已是他当月第2次来到这里。8年
前，张玉金因脑出血导致瘫痪，生活不能自
理，日常起居全靠年迈的母亲照料，从此，朱
仁海便成为了这个家的常客，为张玉金做康
复，教他使用康复辅具，帮其办理重残补贴，
成为了这个家的“支柱”。“这么多年来，朱理
事长把我们当作‘亲人’。儿子瘫痪后，家里的
顶梁柱倒了。这么多年来，如果没有政府的关
心、残联的照顾、朱理事长的帮助，这个家肯
定早就散了，哪里还有现在这样的生活。”说
起朱仁海这么多年来对自己家的帮助，张玉
金的母亲感激不已。

张玉金只是朱仁海的“亲人”之一，在龙
虬镇，朱仁海共有 26户这样的“亲人”，其中
有 13户被市委市政府列入 411户最贫困家
庭进行精准帮扶。同住龙潭村的大海（化名）
家便是其中的一户。几年前，大海因建房从高

处跌落，摔坏了脊柱，造成了终身瘫痪，从一
个健全人到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大海难
以接受这一现实，曾一时产生过轻生的想法。
得知这一情况后，朱仁海连续一个多月，放弃
休息时间去大海家中，上门做工作，积极地开
导他，并先后送去轮椅车、护理床、防褥疮床
垫、不锈钢便携坡道等物品。看到大海因长期
卧床，容易有褥疮，朱仁海又与镇卫生院领导
协商，免费向其赠送治疗褥疮的药物。一天又
一天、一月又一月，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大海
不仅身体状况逐渐好转，而且心情也慢慢变得
开朗起来。今年朱仁海又把大海的爱人安置到
了福利企业上班，每个月有了 2500元的收
入。采访中，大海的父亲感慨地说：“被列入最
贫困家庭后，享受到了许多保障政策，家里的
生活也越来越好，有了基本保障，温饱不愁。在
朱理事长的开导下，儿子的精神面貌也好了许
多，如今，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身患残疾、生活困难，许多残疾人不愿意
与别人交流，甚至不愿意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一开始，朱仁海也时常被“拒之门外”，一次、两
次、三次……拉家常、交朋友，用心、用情服务，
慢慢地融入他们，打开他们的心扉。在入户走
访调查之初，朱仁海上门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每
一位贫困残疾人，除工作需要，只将他们的情
况向上级部门反映，绝不会对外泄露他们任何
的个人隐私，让他们“丢掉”心理负担。13户最

贫困家庭中，共有 21名残疾人，其中有 9人
需要服用精神类药物。然而因为大部分残疾人
心有顾虑，不愿领取精神类残疾证，9人中只
有 2名有证人员享受免费给药政策。其他 7
人因持有的都是非精神残疾人证，不能享受免
费给药政策，他们每人每年服药就需要花费
3000元以上，这对本就没有收入来源的他们
来说无疑是一个负担。走访过程中，朱仁海一
户一户地讲政策，一个个地做通他们及其家人
的思想工作，并帮助他们一一申领精神类残疾
证，从而享受免费给药政策。

朱仁海不仅帮他们“跑”政策，而且还送
药上门。兴北村的周林（化名）长期和母亲生
活在一起，因其母亲年岁已高，不便外出，自
周林享受免费给药政策后，朱仁海每月定期
到二院帮其领药，并送到他家中去。自从服药
后，周林的病情明显得到控制。张轩村的刘伟
（化名）患有轻微性精神病，只要坚持服药便
可以与常人无异。因刘伟的父亲身体残疾又
患病，家庭非常贫困，一直以来，刘伟的病情
也没有得到重视。一度时间刘伟病情加重，甚
至把自己隔绝起来。针对刘伟家这样一户多
残的贫困残疾人家庭，朱仁海格外关心，一天
三次登门做工作，想方设法帮助刘伟父子俩
解决生活难题。如今，刘伟的父亲病情有所好
转，坚持服药的刘伟还到了离家较近的残疾
人之家里“工作”，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每

天在‘残疾人之家’里‘工作’，少则一二十元，
多则三四十元，或许在别人眼里，这点钱非常
少，但对我来说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已是非
常幸运的事。”刘伟感慨地说道。

除了 13户最贫困残疾人家庭被列为全
市重点帮扶对象外，龙虬镇又筛选出了 13户
贫困残疾人家庭作为镇帮扶对象。在今年的
精准帮扶工作中，包括朱仁海在内的龙虬镇
残联全体工作人员每天走村入户，让贫困残
疾人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走访贫困
残疾人家庭，不能戴有色眼镜看人，只有把他
们当‘亲人’，真心帮他们解决生活难题，才会
得到他们的认可。”朱仁海欣喜地说，各项扶
贫措施为龙虬镇贫困残疾人家庭送去了福
音，他们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如今，在这些
贫困残疾人家庭中，5名残疾人到镇福利企业
上班，每月工资最少的有 2000元，最多的近
3000元；7名残疾人到镇残疾人之家进行辅
助性就业，日工资有 30元左右；9名精神残
疾人全部享受免费给药政策；3户残疾人家庭
的房屋得到新建、修缮，住房有了保障；6户残
疾人家庭子女上学费用得到减免……

朱仁海告诉记者，精准扶贫不是一时半
会，更不是昙花一现，作为一名基层残疾人工
作者，他将会永远走在为贫困残疾人家庭服
务的路上，让他们享受更多的惠残政策，生活
越来越好。

全市“精准扶贫”号角吹响后，我市不断上演一幕幕感人的扶贫故事。在扶贫工作中，龙虬镇残联副理事长朱仁海把该镇 26户贫困残疾人当“亲人”，
一次次地走近他们，陪重度肢体残疾人聊天、为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找工作、为患精神障碍的残疾人送药上门，让他们感受到阳光般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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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郭玉梅

“退休了，我能干什么，我该干什么？”2008年，从工作岗
位上退下来的潘秀珍无所适从，十分苦恼。幸运的是，集邮走
进了她的世界，令她欢喜令她沉醉。

2011年的一天，退休在家的潘秀珍在书房里整理书籍，
一本女儿小时候的生肖邮集映入眼帘。她边翻边看，往事一点
点涌上心头。她女儿1980年生，属猴，小时候喜欢集邮。1992
年的一天，12岁的女儿来到潘秀珍的办公室，怯怯地对她说：
“妈妈，我就差一枚 1980年的猴票，就集齐了第一轮生肖邮
票。”女儿的来意十分明显，想买这枚猴票。尽管潘秀珍不懂集
邮，但她知道这枚 1980年的猴票的价值，就对女儿说：“这枚
猴票太贵了，能不能不买？”“妈妈，这枚邮票现在是一辆自行
车的钱，以后就是一辆汽车的钱。”女儿虽小，能说出这么一番
有投资理念的话令潘秀珍刮目相看。禁不住女儿软磨硬泡，潘
秀珍狠了狠心掏了 300多块钱给女儿，让她自己到邮局去买
那枚1980年的猴票。有趣的是，当她女儿拿着钱到邮局买猴
票时，卖邮票的工作人员还质疑地问她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她
女儿骄傲地说：“是我妈妈给我的。”潘秀珍告诉记者，那时的
工资不高，一张猴票相当于她一个月的工资。尽管十分舍不
得，但是还是咬咬牙给她买了。女儿拿着猴票一蹦一跳开心回
家时的情景，潘秀珍至今记忆犹新。

回忆一下子拉回现实，看着那一张张小巧精致的邮票，似
乎每张都能让她找到与女儿相关的记忆。潘秀珍本以为集邮
是与女儿相关的事情，哪知自己却身在其中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潘秀珍遇到市集邮协会的几位领导，大
家得知她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均极力邀请她加入集邮
协会，一起从事集邮工作。“我不了解集邮知识，更不会制作邮
集。”面对潘秀珍的迟疑，市邮协的领导们安慰道：“我们来教
你，现在你是门外汉，五年后你就是专家！”没想到，这句玩笑
话如今却变成了现实。

潘秀珍自2011年加入市集邮协会以来，短短几年迅速成
长，共编组了 13部共 26框邮集，多部邮集在省展获奖，实属
不易。

这样好成绩的取得与潘秀珍的好学钻研息息相关。起步

之初，从事 28年计生工作的潘秀珍对集邮工作完全是陌生
的，但是她不懂就学。那时，看书、看邮展、听专家老师讲解，几
乎是潘秀珍退休生活的全部。潘秀珍读的第一本集邮方面的
书籍是市政协原主席、现任市集邮协会会长倪文才编组的《中
国邮文化》一书。“看了倪会长的这本书，我感受颇深，启发很
大，感到集邮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有其深刻的思想性、广博的
知识性和浓郁的趣味性。”

正是这本书，打开了潘秀珍对集邮的求知之路。她向同行
学习，向实践学习，一点点积累集邮知识，使得集邮兴趣愈发
浓烈。此时，她特别想自己动手编组一部邮集。“编什么？”她
首先想到的是计生题材。当她把编组计划发给市邮协领导时，
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认可，并派出了专家老师上门指导。

编组邮集是一项非常细致、专业的操作过程，既要有经
验，还要有技巧。而当时，选哪些邮品、怎样购买邮品对潘秀珍
来说都是一头雾水，幸好邮协的邵天朗和夏春节两位老师，利
用休息时间，冒着高温，上门指导，帮助她一起排版、制作，连
购邮品的小附件和有关工具都是邮友和老师们提供的。为了
帮助潘秀珍完成这本邮集，倪文才还把别人赠送给他的人口
计生邮册转赠给她。

“编组这部邮集时，我不仅得到高邮集邮协会许多邮友的
帮助，还得到素不相识的邮友们的帮助，令我感动。”为了编好
邮集，潘秀珍想方设法与计生系统的领导联系，争取得到他们
的支持。省计生委宣教中心的一位科长把他仅有的一套《公开
信》发表30周年的邮品送给了她，让她十分感动。浙江省原计
生委主任徐爱光，70多岁了，爱好集邮。潘秀珍的邮集里缺少人
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邮品，这枚邮品决定了整部邮集的含金量，
但是这枚邮品在网上却买不到，一些认识的邮友们也都没有，这
让潘秀珍焦急万分。由于马寅初是浙江人，潘秀珍就想办法与从
未见过面的徐爱光联系上了，请她帮忙。第一次联系时，对方也
没有绝对的把握一定能找到，这让潘秀珍很忐忑。有一天，邮递
员送来一个邮件，地址是马寅初纪念馆，上面写着徐爱光的名
字，潘秀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她拆开邮件，看到急需
的马寅初邮品时，潘秀珍欣喜若狂，像个小姑娘一样拿着邮品
在客厅里直转圈。她告诉记者，当时真想抱下敬爱的徐爱光。

付出终有回报。2011年“七夕”这天，潘秀珍编组的邮集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如期参展。邮集展出后，作为新手的潘
秀珍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称赞。后潘秀珍又对该组邮集进行
充实和调整、重新编排，该组邮集于 2013年获得江苏省第九
届集邮展览一框类铜奖；2014年获得江苏省第二届专题集邮
展览一框类银奖。

“正是第一部邮集取得的好成绩给了我莫大的动力！”潘
秀珍告诉记者，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又决定编组其他的邮集。就
在她对选题一筹莫展时，一位邮友为她明晰了方向。潘秀珍随

集邮协会赴无锡观看集邮展览，认识了一位热爱集邮的高邮人
林刚。林刚建议她可以编组一部以儿童为主题的邮集。其实，林
刚一直想编组这部邮集，但由于工作的原因一直未能完成。为
了帮助潘秀珍编组这部邮集，他将自己收藏的有关儿童的邮品
全部赠送给潘秀珍。就这样，潘秀珍开始着手她的第二部邮集
《儿童———世界的未来与希望》。有了编组邮集的经验，这部两
框的邮集从买邮品、写各类文字说明到制作，全是潘秀珍一人
独立完成。之后，她又将这部两框的邮集扩展成为五框的邮集，
这部邮集还在2013年10月18日第六届中国邮文化节参展，
并获得金奖。

邮集的频频获奖既是对潘秀珍集邮水平的认可，更是她
继续前行的动力。近几年来，市邮协与有关部门联合编组邮
集，潘秀珍都勇挑重担。2014年，市邮协与扬州市国税局合作
编组廉政建设方面的邮集，任务交到潘秀珍的手上，她二话没
说连续鏖战43个夜晚编组完成 3框《廉洁是灯》的邮集，并获
得省地税部门邮展二等奖；2015年，市邮协与环保局联合制
作环保方面的邮集，任务又交到潘秀珍的手上，她又编组了两
框题为《环境的自述》的邮集。2016年，潘秀珍又将这部邮集
打散重新整理制作成五框的邮集参加省第三届专题集邮展，
并获得大镀金奖。为了精益求精，今年，潘秀珍又在去年的基
础上对这部邮集进行再完善再提高。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邮
集在江苏省第十一届集邮展览中获得专题类镀金奖，明年她
还准备冲刺全国邮展。

目标已定，潘秀珍正朝着全国邮展的目标发力，对《环境
的自述》这部邮集进行再一次的“提档升级”。如今，潘秀珍的
生活被“邮”包围着，编组邮集、赴外看邮展、到老年大学讲授
集邮方面的知识……每一天，她都乐在其中，沉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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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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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5日至 26日，江苏省第十一届集邮展览在海安举办，我市集邮协会副会长潘秀珍编组的邮集《环境的自述》（五框）获得专题类镀金奖。潘秀珍作为一名集
邮界的新兵，短短几年已有多部邮集在省展“沾金”实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