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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由高邮市文化研究院院长倪文才
先生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马世杰
先生年谱》，我被其精美大气的装帧、丰富
翔实的内容所吸引。作为马世杰的后人，
我惊叹于高邮地方政府对乡贤文化、乡村
文明传承创新重视的程度，更由衷地钦佩
倪文才先生不惧困难、认真执着、求真务实
的行事风格。他们的努力，不仅让更多高
邮当地人了解到这片土地上曾出过一位如
此勤勉为官、为民请命、善于经商又热心公
益的先贤，进而为之骄傲；更能激励我们这
些身处异地的马士杰后人以他为榜样，“达
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我的母亲马润宜是如今唯一在世的马
士杰小女。此前常听母亲说起过外公，给
我的感觉，外公就是一个以“有功于世、有
益于人”为终生信念且颇有成就的祖辈，究

竟“功”有哪些，“益”在何处不很清楚。直
到《年谱》的问世，从字里行间，一个真实的
老者似乎透过厚重的历史烟尘缓缓向我走
来，同时随着年代的更迭，幻化成一幅幅生
动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闪现：年少时的苦
读；中年身负重任，虽竭尽全力，终不得周
全的无奈；步入老年，仍为运河浚治民生安
危四处奔走呼号……

掩卷沉思，我终于理解了编著者倪文
才先生采取年谱这种体裁展现马士杰不凡
人生的意义所在。因为他是以严肃认真的
态度，客观真实地表述一段历史的存在，来
不得半点记忆上的偏差或臆断，每个时段、
每件事情都有据可查。正因为此，可想而
知其工作量之大，下的功夫之深，让我们感
慨万千、肃然起敬。

回想两年前，听说高邮来人采访有关

外公马士杰的一些情况，母亲心里有点忐
忑。因为毕竟年代久远，况且母亲属家中
老小，又不爱操心，对自己父亲事业上的事
知之甚少，担心人家远道而来，徒劳而归。
当看到曾为家乡父母官，现任文化研究院
院长的倪文才先生，与前高邮日报社记者
任仁先生带着家乡特产，并带来家乡的问
候、陈述他们的研究进度时，我们都被感动
了！随着倪文才先生逐条信息的对照证
实，我们惊叹他所掌握的有关外公马士杰
的各方信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母亲更
是对其和蔼可亲的态度、执着负责的精神
赞叹不已，直呼“高尚的人”！倪文才先生
就是凭借着这份执着、这份韧劲，呈现出这
部精品《年谱》，让我们和更多的人清楚地
了解到外公马士杰的“功”和“益”：其为运
河的疏通治理殚精竭虑；自购渡轮、创立汽

车公司；开办小学、讲习所；开垦滩涂兴办
公司；建电灯厂、浴室等等行为举措，无一
不彰显外公马士杰实实在在的功和益。他
用毋庸置疑的事实践行了为自己“有功于
世、有益于人”的人生信念，为他的后人树
立起永远的丰碑！

感谢家乡高邮市党委政府！感谢倪文
才先生！感谢所有为高质量出版《马士杰
先生年谱》超常发挥的各位大师们！相信
这部精美的《年谱》定会被作为珍品收藏。

同时还可以告慰外公马士杰的是，作为
他的后人，我们要一代代相传，无论身在何
处，从事何种职业，都将秉承“有功于世，有
益于人”的家训，力图在各自岗位上做到最
好，不负年华，不负先辈！不负高邮老家这
片土地！

2022年2月20日

《高邮近代乡贤马士杰先生年谱》读后感
□ 刘若兰

“在我们生活中风险不可预测，意外
时有发生。残疾人由于身体状况的特殊，
在日常生活中比健全人更容易受到意外
伤害……”日前，“轮椅律师”顾婷婷在“高
邮市残疾人联合会”微信公众号上开设了
《婷婷说法》专栏，并推出了第一期节目——残
疾人意外伤害险理赔案例解说。解说时，顾
婷婷侃侃而谈，阳光、自信。

从健全人到必须依靠轮椅生活的高位
截瘫者，再到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领头
雁”，以及成为一名执业律师，36岁的顾婷
婷在遭遇了人生的低谷后，凭借顽强的毅
力和不服输的劲头，实现了涅槃重生。日
前，记者前往顾婷婷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在
数小时的采访中，倾听了她的逐梦之路。

痛心——
一场车祸让幸福戛然而止

1986年，顾婷婷出生在卸甲一个和睦
而温馨的平凡家庭，在父母的呵护疼爱下，
她快乐成长，读书、工作。2008年，毕业于
中南大学的顾婷婷成功应聘到上海一家公
司，并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该公司一名产
品经理，工作顺利，生活顺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9月19
日，恰逢周末，顾婷婷乘车回邮看望父母，
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截断了她的美好前途——由于胸椎损伤，
伤情严重，顾婷婷高位截瘫。“再次苏醒时
已经在医院，当时整个人都蒙了。”顾婷婷
感慨道，知道自己瘫痪后，都无力感到悲
伤，因为每天被身上各种疼痛折磨得心力
交瘁。除了身体疼痛外，最难承受的是神
经痛，就像24小时有蚂蚁在身上爬一样，
苦不堪言。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顾婷婷出院回
家。由于高位截瘫，她只能整天躺在床上，
穿衣、吃饭都要靠妈妈照料，生活不能自
理，人生跌入谷底。“一辈子还很长，我还这
么年轻，生活不能就这样。”尽管难以面对
这场变故，直视自己身体的残缺，但顾婷婷
咬紧牙关开始康复锻炼。

万事开头难，对于顾婷婷来说，第一步
就是坐起来。由于神经系统损坏，身体机
能下降，坐起来对于顾婷婷来说难如登
天。“自己全身只有两只手臂能动，不能独
立坐住，即便借用他力坐起来，也会出现头
晕呕吐现象。”顾婷婷说。

头晕怎么办？练！顾婷婷每天不停地

锻炼，坐起来，坚持一分钟，头晕了，躺下休
息一会儿；再坐起来，坚持两分钟，再躺下
休息一会。再起来，三分钟、五分钟、半小
时、一小时……就这样，经过一天天、一月
月、一年年的练习，从只能躺着到坐着，从
坐在床上到坐到轮椅上，顾婷婷用了近两
年时间。

努力——
走出困境融入社会成为带头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康复锻
炼，顾婷婷终于克服了头晕呕吐现象，能够
长时间坐在轮椅上，这也给她融入社会打
开了通道。

时隔2年多，顾婷婷乘坐轮椅再次走
出了家门。“自己可以坐起来了，不能总是
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得去做些什么。”顾婷
婷说，由于身体的残缺，很多工作自己不能
胜任，再加上康复修养两年多时间，一时也
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正在顾婷婷发愁时，
残联工作人员的一次上门看望让她有了

“工作”。看到顾婷婷能够自主地坐起来，
得知她想工作后，残联工作人员立即向其
推荐了镇残疾人之家的辅助性就业。“当时
虽然还不太了解辅助性就业是什么，但一
听说有事情可以做，就立即答应了。”顾婷

婷说。
在镇残疾人之家，顾婷婷具体负责来

此参加辅助性就业残疾人朋友的资料管理
以及各项工作的数据统计等，有学识、有能
力的她很快就适应了岗位，工作起来得心
应手。工作之余，顾婷婷还做了个有心人，
她发现，辅助性就业收入不高，不少残疾人
朋友虽然由于身体残缺原因，不能适应普
通的就业型岗位，但他们的工作能力并不
低，参加辅助性就业，并不能发挥出他们最
大的能力。

一次偶然的机会，顾婷婷结识了一位
从事服装行业的朋友，得知其公司常年
订单充足但人手不足的情况后，立即产
生了创业带动残疾朋友就业的想法，并
得到了残联的大力支持。2017年 8月，
在残联的大力支持下，顾婷婷参与创办
了高邮市弘博服饰有限公司，每天和残
疾人朋友一起做服装、搞生产。“创办服
装厂，也是考虑到让有能力的残疾人朋
友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实现就业，有正规
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享受社保待遇
等。”顾婷婷说道。

在顾婷婷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残疾
人勇敢地进入公司上班，来此工作的残疾
人朋友达到三十多人。徐宽琴便是其中一
位，虽然她会缝纫，但碍于身体有缺陷一直

未能工作。得知徐宽琴的情况后，顾婷婷
主动将她吸纳到公司来，让她有了份稳定
的工作。提起顾婷婷，至今仍在公司上班
的徐宽琴仍是感激不已：“我现在每月能有
三四千元收入，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这
一切都要感谢顾婷婷。”

逐梦——
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维权港湾”

在带动残疾人就业过程中，顾婷婷也
经历了一些挫折，这让她发现了残疾人维权
难的问题。“残疾人朋友由于身体原因，维权
意识不强。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也是
选择不了了之。”顾婷婷感言，在自己发生交
通事故后，也经历了一次维权，深感其中的
不易，这些让她萌发了学习法律、了解法律、
运用法律，帮助别人维权的想法。

待公司运行稳定后，2018年年底，顾
婷婷购买教材书籍，自学法律课程，遇到不
懂的问题及时向老师咨询，遇到难以记忆
的就抄写背诵。2019年，顾婷婷通过了法
律职业资格证考试，申请律师执业。通过
实习考核等规程，2021年10月份，顾婷婷
正式成为一名律师，专攻民法和商法。

来到顾婷婷工作的律师事务所，记者
看见，身穿黑色外套的顾婷婷正伏在办公
桌前查看着相关资料。如今的顾婷婷面带
微笑，充满了自信。“自从成为一名律师后，
时而有残疾人朋友前来咨询相关法律事
宜。”顾婷婷说，每次看到残疾人朋友前来，
都会有一些感触，而每一次用法律去帮助
他们，维护他们的利益，都非常开心，觉得
实现了自身的价值。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每次遇到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顾婷
婷都会尽量将他们的案件转至法律援助，
减少他们的费用。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是顾婷婷喜欢的诗句。“虽然命运的捉
弄，让我猝不及防，但我不气馁，勇于逐梦，
努力打拼属于自己的事业。”采访中，顾婷
婷感言，自己跌入低谷能够“站”起来，除了
自身的努力外，也离不开家人的关心照顾，
更有政府的好政策，残联部门的帮助与支
持。随着社会的进步，残疾人群体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残疾人朋友在身处逆境
时，应该坚定自己的内心，相信自己一定
行。说起未来的打算，顾婷婷说，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帮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朋
友，为他们打造“维权港湾”。

“轮椅律师”顾婷婷：千磨万击还坚劲
□ 杨晓莉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