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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1 岁的胡建平，
39年前因为交通事故受伤
导致高位截瘫，妻子改嫁，
他的生活似乎被关上了所
有的门窗。然而，一支笔，
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乐
观要强的性格，最终将胡
建平残疾的身体拉出了苦
难的泥潭。在绝望时，读
书和写作就像是一缕缕温
暖的光束，慢慢让他枯槁
沉寂的世界恢复生机。
2023年 9月，胡建平和来
自银川科技学院的一群大
学生志愿者又开始了一场
双向奔赴：你帮我打扫卫
生，我辅导你写作，这让胡
建平心境通透澄澈，也让
学生们倍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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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月 5日起，银川科技学院启动
“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
活动名称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志愿服务的
内涵和价值取向，那就是既要参观学习，
也要付出实际行动。根本落脚点还是在

“我行动”上。胡建平和大学生之间的良
好互动，就体现了“我行动”这个主题。

高位截瘫的胡建平完全可以在志愿服务
结束时说声“谢谢”，然后把学生送出家
门了事。但他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来回
报学生。显然，他做到了。在学生眼中，
他已不再是一个被标签化的残障人士，
而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心灯长明，
让胡建平心境通透澄澈，也让学生们倍

感温暖。
这盏灯就是志愿服务，就是爱心。

它是目标，能指引前行的道路。它是
光 束 ，能 温 暖 每 个 在 困 境 中 挣 扎 的
人。它能帮助弱者无畏前行，能帮助
强者更加强大，能让无趣的人生变得
更加温暖。

心灯通明 无畏前行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闵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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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4日，元宵节。望着烟花如鲜花般
朵朵盛开的夜空，胡建平的心情突然空落落
的。他摘下帽子摸了摸头，环顾四周，然后掉
转“专车”车头，小心翼翼地经过几个又跳又
叫的孩子身边。

孩子们高喊：“胡爷爷，烟花还没放完，你
不看啦？”胡建平指着一个孩子敞开的棉衣
说：“把衣服扣好再玩，院子里冷。”然后，他双
手摇动着“专车”，沿着弯弯曲曲的步行道，从
阳台位置进入家门。

61岁的胡建平是银川市西夏区盈北社区
居民，年轻时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终生与轮
椅为伴。

胡建平住在一楼，窗外便是小区的步行
道，为了方便轮椅进出，他把原来的阳台改装
成两扇玻璃门。

他把玻璃门上的链锁抽下来，看了一眼
在风中飘荡的春联，无力感涌上心头：坐在轮
椅上的他只够得着春联的最下端。

100平方米的屋子里没有沙发，因为他下
了床就坐轮椅。没有门，因为门会挡住轮椅。
最显眼的要数床边的电视机和摞了半堵墙高
的报刊杂志——那是胡建平的精神依托。

胡建平心情落寞的原因，是他不太确定
新的一年，银川科技学院的大学生会不会再
来家里做志愿服务。通过微信聊天得知，“新
学期同学们有新任务，来不了”。

去年，银川科技学院的学生们每周三下
午来胡建平家，帮着整理家务。学生们收拾
完屋子后，胡建平给他们讲讲文学创作，指导
他们给《宁夏日报》等报纸投稿。作品每发表
一篇，胡建平都会第一时间转发给他们，给他
们存样报。绽放的心灯让爱心实现双向奔
赴，更让胡建平幸福感爆棚。

“来不了，我也没办法。以后就只能在微
信上指导啦。”胡建平自言自语，然后打开电
视看元宵晚会。

与此同时，两公里外的银川科技学院，来
自海原县的勉梅问来自青海省海东市的薛顺
霞：“今年还去胡叔家做志愿服务吗？”

胡建平笔名“古月”，在银川写作圈子小
有名气，《宁夏日报》《新消息报》等报刊都刊
登过他的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最辉煌时一
年发表了55篇。

如果不是车祸，胡建平也许不会走上创
作之路。

胡建平原来生活在农村，1985年，拖拉机
侧翻导致 22岁的他高位截瘫，妻子改嫁。在
悲愤和痛苦中挣扎 10年之后，他悟透了一个
道理：既然要活着，就必须要有尊严，必须自
食其力，必须心态平和、不怨天尤人。

他开始在自食其力的道路上奔忙，觉得
写作或许可以帮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还
没有互联网，写作靠笔，他也不认识任何一位
报纸编辑。但他知道宁夏日报社和银川晚报
社都在兴庆区的羊肉街口，便独自一人摇着
轮椅出发了。那段路异常艰苦，中途有数不
清的坡坡坎坎，早晨出发，下午下班后才到
达。因为是夏天，他在街上睡了一晚，第二天
才见到编辑。他先后又去《朔方》和《黄河文
学》编辑部。此行受益匪浅：除了要到样报样
刊外，还让编辑们给他的作品会诊。人生创
作的第一扇大门就此打开。

第二扇大门是摩的载客。发表作品越来
越多的胡建平引起了社会关注，银川市原郊
区银新乡政府特批给他一辆燃油三轮摩的，
方便他出行。有了这件利器，胡建平送稿就
方便了，还顺便干起了摩的拉客生意。“从宁
光电工厂拉到西花园，一人一块钱。拉到老
火车站，一人两块钱，两人三块钱。”回忆起这
些往事，胡建平颇感自豪。

后来，胡建平家被拆迁，住进了现在的盈
北社区。2008年至 2017年，社区给他申请了
公益岗，负责残疾人工作。80岁的老人让他
跑腿去药店买药，双腿截肢的邻居请他拉着
去同心路办手续，还有残友请他把米面油送
过去……心中有盏明灯，做事无畏前行。胡
建平的热心获得了回报。冬天有人给他送羊
肉汤，夏天有人给他送西瓜，甚至有人主动上
门给他拆洗被套。

2月 28日下午 2时 30分，胡建平听到了敲
门声，他摇着轮椅去开门，发现门外站着的是
杨嘉乐和赵安琪。他们是银川科技学院羽翼
志愿者服务队的负责人，而他指导过的、喜欢
写作的学生一个都没来。

杨嘉乐解释说：“胡叔，新学期刚开始
嘛，我们来进行家访，看看你还需不需要志
愿服务？”

胡建平如释重负，忙不迭地说：“需要需
要，当然需要，永远需要。”

因为这个机会来之不易。2023年 9月，胡
建平到残友李洪堂家里聊天，杨嘉乐他们刚
好在李洪堂家做志愿服务。胡建平立即申请
了志愿服务。志愿服务队又与社区核实，最
终才把胡建平列为志愿服务对象。

下午 2时 45分，他指导过的、喜欢写作的
学生终于来了。

来自山西省大同市的张昱含和来自中卫
市海原县的勉梅负责打扫厨房，来自青海省

海东市的薛顺霞负责擦洗玻璃门，来自河南
省南阳市的刘佳妮负责清扫地面。她们当
中，薛顺霞是最早来胡建平家的。发黄的旧报
纸、用软铁丝穿起来的剪贴本都让她感觉“很
惊艳”。“他教我要书写美好，不要抱怨，感觉他
心里始终有盏温暖的灯。”短短 5个月，经胡建
平修改，薛顺霞已公开发表了 6篇作品，“胡叔
真是好厉害啊。”

薛顺霞的“出圈儿”，迅速引起了同学们
关注，胡建平的“粉丝圈”迅速扩大。

张昱含拿着自己创作的现代诗来了，胡
建平说不太懂，建议她写写散文。于是，张昱
含开始写散文。去年冬至当天，她的作品发
表了。放寒假回家后，她又请教胡建平写什
么？胡建平说你写写家乡与众不同的年俗
吧。今年 2月 8日，张昱含的《暖暖的年味》见
诸报端。刘佳妮来了，去年 11月中旬，她的
《小雪冬韵》也发表了。“因为有文学梦嘛，胡
叔有实战经验。”紧跟着，陕西靖边县的高洁

来了……在胡建平的倾力帮助下，学生们都
有作品发表。胡建平的影响不局限于银川科
技学院，远在西南大学就读的王冉学也加了
胡建平的微信，求指导。

一个小时后，学生们做完志愿服务，围坐
在胡建平身边。“要生动、朴实、细腻；要写自
己家乡独有的风情；惊蛰节要这样写……”

“这篇作品抒情太多，起码要拿掉三分之一，
随笔以叙事为主，要占到百分之八十五以
上。”“这篇作品叙事不够具体，对耍社火的场
景描写得不够仔细，根本原因是观察不够仔
细，现在多方便呀，用手机拍下来，写文章时
再细细回看……”

胡建平不光指导，还要负责推荐学生作
品。“我改好后推荐给编辑，发表后对他们是
鼓励，对我也是莫大的安慰。我手中还有他
们写的 5篇作品，投了好几家都还没刊发出
来。”胡建平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
普通的志愿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下午 5时，薛顺霞她们走进学校大门。更
多的同学也从四面八方回到了学校。每周三
下午是银川科技学院的志愿服务日，大量学
生迈出校门，分散到银川市的各个角落从事
志愿服务。

传媒学院的李泽涛来自河北唐山，他刚
从宁红老年公寓回来。去老年公寓需要倒两趟
公交车，下车后还要步行好几百米。服务内容
包括给老人整理内务，陪聊天或者下象棋。“我
从小就爱下象棋，但始终下不过那位爷爷。”每
次都以失败告终，李泽涛觉得很“没面子”，但
那种失败很幸福，因为老人找到了精神依托，
李泽涛感觉自己是在陪伴千里之外的爷爷。

教师教育学院的贾苏伟，来自河北保
定。他是环保志愿者，刚从同安苑社区回
来。服务内容是发放环保宣传册和宣讲，帮
助清扫落叶、捡拾过年的鞭炮残留物，擦除走
廊和椅子上的灰尘等。这样的经历让他改变
很多，“以前眼中无活，在家不知道做啥。现
在回家不会闲着。”

财经学院的张浩洋，来自盐池县。他服
务于文萃北社区的农村。城里长大的他没干
过农活，志愿服务时不知轻重地徒手帮村民
脱玉米粒，结果手红肿了好几天，平生第一次
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他和伙伴们查看了 10多家村民的取暖炉子，
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教师教育学院的王博文是位宁夏姑娘。
去年下半年，她在线上给青海同仁市二小一
年级学生上了一学期《健康与安全》课，每周
四下午 4时到5时上课。“我可以请同学们回答
问题，同学们也可以现场提问。”大三的她想从
教，但没想到第一批学生竟然在青海。上学
期，她所在的团队为青海学生上了4门课。

信息工程学院的梁祺，来自陕西延安。
他还没有迎来自己的强项，只好跟着其他同
学去了社区。他的强项是大型赛会志愿服
务。2023年 5月，银川举行马拉松赛，梁祺是
志愿者之一。那次比赛，银川科技学院派出
了 240名志愿者，主要负责赛道引导和医疗救

助。当天凌晨 4时，梁祺和同学们就站在操
场里等候了，5 时到达指定位置，一直服务
到 11时 30分。“我在 12.5公里处，很多人跑到
这里时已经精疲力尽。听到我们的助威声，
他们精神为之一振。”去年，梁祺还报名参加
了西安大唐不夜城和大唐芙蓉园的志愿服
务，引导观众，防止发生混乱或踩踏。

银川科技学院 2万多名学生都是注册志
愿者，除了献血、赛会、环保、辅导功课、敬老
助残、禁毒宣传等常规项目外，学校还会根
据社会需求设立新的志愿服务项目。2023年
5月，针对大学生当“卡农”、市民屡屡遭遇电
信诈骗，银川科技学院迅速成立了反诈志愿
服务队，调派 300名学生与警方合作，上街入
户揭露电诈分子的骗人把戏。

在宁夏，除了大学校园，全社会处处活跃
着志愿者的身影。据统计，宁夏注册志愿者
已达 58万人。他们常年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
贡献智慧，挥洒汗水。

银川科技学院学生进社区为学生辅导功课。
（银川科技学院提供）

银川科技学院学生和残疾儿童做游戏银川科技学院学生和残疾儿童做游戏。。
（银川科技学院提供）

梁祺和同学们在马拉松比赛期间做志愿服务。
（银川科技学院提供）

胡建平给学生辅导写作。

赵安琪（左）和薛顺霞（右）在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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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3 爱心的双向奔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宁夏日报报业
集团全媒体记者闵良摄）

节日的盼望

残疾十年突然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