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得到了很多帮助
自然也要传播爱！”
边唱歌边为老人按摩的盲人推拿师

“为什么要做志愿者？作为一个盲人，一直以来，我得到
了很多帮助，自然也要传播爱啊！”陶敏峰是1979年出生的
低视力盲人，职业是推拿师。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身份
是象山向日葵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在很多人看来，盲人
生活、工作多有不易，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之一，而陶敏峰却
身残志坚地走在志愿服务的路上，传播着爱的力量。

“第一次做义工，老人的话鼓励了我”
陶敏峰一直记得，2010年3月5日是自己第一次做义

工。
那天，他组织了10多个盲人同行到丹东街道塔山福利

院做义工。
“福利院有100多个老人，我们就分组给他们提供服

务。”陶敏峰说，做义工前，心里还惴惴不安，怕老人不需要这
样的服务，怕自己视力不好反而会添乱。没想到，老人家非
常欢迎义工们。很多老人表示，自己第一次做推拿，实在太
舒服了。一旁观看的老人们还兴致勃勃地学着按摩手法，说
以后可以互相给对方按摩。

边按摩，边和老人聊天，陶敏峰有了从未有过的体验：
“做好事，被人肯定，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有了老人们的鼓励，陶敏峰更有干劲了。之后，他又多
次走进敬老院服务，鹤浦敬老院、南堡敬老院、墙头敬老院、
大徐敬老院等都留下他的足迹。

用歌声愉悦老人
熟悉陶敏峰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特

别爱唱歌。
“我爱唱歌，歌声能带给我力量。我想，歌声也会给别人

带来力量。每次去敬老院做义工，或者做其他志愿服务，我
都喜欢唱唱歌。特别是敬老院的老人，文化生活相对缺少，
能听人现场唱唱歌，是件很开心的事。”为了让老人们更开
心，陶敏峰特地学唱了《父亲》《母亲》《儿行千里》这些老歌。
每次服务时，都会唱上几首。

“我们虽然身体残疾，可同样可以拥抱这个精彩的世
界。艺术的力量是无穷的，能让我们残疾人享受美好，让人
的心更加纯净、和谐，传播爱，感受爱的力量。”

“我们没有同行相轻，只有互助有爱”
同行之间，往往少不了竞争，“同行相轻”也是一种常

态。作为象山盲人协会主席，陶敏峰颇为自豪地说：“我可以
说，在我们象山盲人按摩界，没有同行相轻这个说法。相反，
我们抱团取暖，互助友爱。”记者注意到，由他所组建的微信
群，有个温暖的名字——“象山推拿一家亲”。

他经常组织盲人推拿师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示范活动，
引领同伴一起钻研推拿的要领和技巧，研究典型病例，传授
优质技艺，帮助其他按摩师在技术和理论方面得到提升。

“人这一辈子，有很多活法。怨天怨地是活；稀里糊涂、
自私自利也是活；心怀感恩，乐于助人也是一种活。”陶敏峰
说，他改变不了低视力这一现实，却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
他希望如志愿服务队的名称“向日葵”一样，始终面朝太阳，
始终传递温暖。

“和一般健全人相亲不一样，我们这
些年做下来，发现‘家访’这个环节对残疾
人相亲特别重要。”韩老师举了一个例子，
小王和小陈都是聋哑人，双方在各自父母
的陪同下分别来到了红娘工作室登记。
红娘们根据比对，安排一对他们相亲。不
料，女方小陈见了男方小王一眼，就对红
娘做了个“摆手”的小动作。红娘就劝她：

“这个男孩子人很好。我们去过他家，非
常干净，一点灰也没有，都是他自己做的
家务，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适合过日
子。”女方听后改变了主意，坐了下来。

“小王和小陈的感情发展得很快，已
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婚礼就差3天
了，可是两个人办不了结婚的登记手
续。小陈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也不会哑

语，民政局没法办手续。没办法，我们特
地去民政局窗口，给他们做翻译，当见证
人。”韩老师爽朗地笑道，虽然自己也不
会正规手语，但努力揣摩着意思比划，当
她问小陈愿不愿意和小王结婚时，小陈
一把抱住了小王，吐露心声。最后，韩老
师又在见证人一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小王和小陈终于如愿领出了
结婚证，两个人拿着结婚证拍照，我心里
真甜啊。”韩老师说。

在这个小家庭背后，红娘团的妈妈
们付出了多少呢？小王家在镇海骆驼，
红娘团的妈妈们单在骆驼和市区之间就
来回就奔波了7次。有一次，炎热的夏
天，她们忙完了，连中饭也没有留下来
吃，好几个成员还为此中暑了。

于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爱到步入婚
姻殿堂，对一般人来说也如“过五关斩六
将”一般，对残障青年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要全程跟踪式服务！”韩老师强
调。

小张和小翁分别在家人的陪伴下
来到大河妈妈红娘团登记，得到了热情
的接待。在倾听他们双方的需求后，红
娘团的妈妈们觉得这两人挺合适，就决
定让双方父母陪着孩子一起见面。经过
半年的交往，两个年轻人爱得甜蜜，可
双方家里经济都很困难，筹办婚礼时一
筹莫展。韩老师和姐妹们坐不住了，
想着一定要让这两个孩子有个难忘的
婚礼。

于是，红娘团的妈妈们找来了一家
热心公益的婚庆公司为新人免费筹办婚
礼，婚礼所需的服装、化妆、司仪等都由

该公司提供；联系街道，发动家人，凑齐
了6辆黑色宝马婚车；为了让婚礼更喜
庆，妈妈们有的自发排练京剧脸谱舞蹈
《华韵异彩》为新人贺喜，有的忙前忙后
为新人拍照……可是，当婚礼仪式结束，
婚宴即将开席时，10位“妈妈”悄悄退场
了。“现在一桌酒席要好多钱，给他们省
一点，看到他们幸福地结合就够了，喜酒
我们就不喝了……”

“我们团队10个人都有一颗不老的
心，希望通过红娘团的志愿服务切切实
实帮残障青年寻找到人生的幸福，也展
现我们这些成员‘我志愿，我奉献，我快
乐’的风采。”韩老师说，目前，其中12对
残障单身青年已经登记结婚，3对已经生
下健康可爱的宝宝。她和团队成员们也
将继续努力为残障单身青年寻找“对的
那个人”。

为一对青年男女跑了七次镇海骆驼

婚宴开始前，10位“妈妈”悄悄退场了

凡人善举，小善大爱。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有的默默付出，

用小善诠释大爱；有的长年为残疾人的幸
福奔走，用平凡书写光辉；有的身残志坚，
在得到帮助的同时又传递温暖。他们有
着共同的名字——爱心助残人。正因为
有了千千万万无私奉献的助残人，才让残
疾人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我们为他们鼓
掌，为他们喝彩，更应从他们手中接过爱
的接力棒！

“残障青年同样有爱和被爱的权利”
大河妈妈红娘团专为残障青年寻幸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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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被爱，都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事。和健全的同龄
人相比，残障青年的寻爱之路要艰辛很多。

“残障青年同样有爱和被爱的权利。”退休老师韩雅
娟和她的团队成员们一直秉承这个信念，并为此不懈努
力。2015 年 9 月 19 日，东胜街道成立了“大河妈妈红娘
团”，专门为单身残障人士开展交友相亲服务。

“手把手辅导他们谈恋爱”

大河妈妈红娘团设在大河社区，房间大不，但布置得
很温馨。墙上，张贴着许多照片，一张张笑脸青春洋溢；
桌上，放着宁波市助残先进集体等奖杯。

“2007年，我发动身边的姐妹们成立了大河妈妈红娘
团，做公益红娘。成立之初是给健全单身青年介绍对象。
2015年9月起，转为专门为单身残障人士服务。”韩老师笑
着说，其实，一开始，想着要为残障人士介绍对象，心里也很
忐忑，觉得难度太高，不一定能做好。但是，各级领导都非
常支持，她们想来想去，这些残障青年，已经失去了很多，更
迫切地需要爱和被爱，就决定挑起这付担子。

“手把手地辅导他们谈恋爱。”韩老师打趣道，自己和
姐妹们恨不能把所有的人生经验都传递给这些孩子们。

点开她的聊天记录，几乎都是和这些孩子们的对话。
“小汪，过几天去男朋友家里，记得嘴巴要甜一点，多

叫叫人！”
“你们一起去上海，机会很好。你要拉着她的手，别

让她走丢了。她如果有什么想吃的，你买给她吃！她走
累了，你要照顾她，找地方让她坐坐。”

“你是男孩子，要主动点，喜欢一个人，要大胆地说出
来让女孩子知道。”

……
当然，“服务”远不止如此。红娘团开通了市残联相亲

热线分线，87818520（谐音为“抱一抱我爱你”，工作时间接
听），确保不遗漏每一条交友信息。红娘们自创了相亲“三
步曲”：第一步，初步了解男女双方的学历、收入、爱好、性格
等基本情况；第二步，仔细询问他们对另一半的具体要求；
第三步，到各自家庭、单位深入了解情况，提高成功率。

另外，红娘团还经常邀请婚恋专家开讲座，在办公室
门口开辟“在水一方”相亲角，不定期举办交友联谊会，鼓
励男女青年大胆展示才艺……

为爱心助残人

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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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做了
很小很小的事情”

助残结对18年，她是众多残障孩子的“郑妈妈”

在结对了众多聋哑孩子后，郑海红又结对
了一名盲文班的孩子婷婷。“婷婷今年12岁，从
小患有视觉障碍，双眼几乎看不见。但是，她
很乖巧很坚强，12岁了，衣服尺码才穿120的，
看着就让人心疼啊。”

一次偶然的机会，郑海红知道婷婷喜欢唱歌，
就特意跑到数码广场，为婷婷精心挑选了一款操作
简易的收音机和耳麦，并下载了婷婷爱听的儿童歌
曲，还细心地在开关键上用胶带做了记号，方便婷

婷能够触摸识别。婷婷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郑海红心里都一清二楚。“我终于有个女儿了，当然
要对宝贝女儿好一点。”郑海红爽朗地笑道。

因为她的无私奉献，郑海红在2017年“宁
波好人”评选中获得了“宁波好人”称号，现在正
在参评浙江省第二届最美助残人。她说：“我爱
这些孩子，尽管先天残疾，但是他们乐观向上的
生活态度和纯真烂漫的品性感动着我。有了他
们，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结对盲童，多了个宝贝女儿

小郑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他家在宁海
农村，父母疾病缠身，家里经济拮据。临近毕
业，有一次他向郑海红说了自己的心事——

“妈妈，我想去长春读大学。”
“当时，小郑低着头，很渴望上学，但是又

很无助，因为家里负担不起学费。”郑海红几
乎不假思索地地说，“妈妈支持你，钱的事你
不用操心，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你就按
自己的计划先去长春读一年高复班，再考大
学。”

她回忆，小郑很努力，也很爱画画，如果因
为经济困难就放弃学业和梦想实在太可惜
了。接下来的5年，每年开学前，郑海红都会跑
一趟银行，把学费汇给小郑。小郑学习也非常
努力，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现在，小郑已
经毕业，交到女朋友了，工作上有进步了，他都
会跟宁波的郑妈妈说一说。

其实，郑海红家里并不富裕，省吃俭用，舍
不得去超市买菜，衣服也只买打折的。可对着
这些孩子，“郑妈妈”总是特别大方。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

郑海红和孩子们的缘分要从2000年永盛
公交和宁波市特殊教育学校举办结对共建活
动说起。

“学生们大多先天性听障，听不见声音，不
能开口说话。他们渴望的眼神打动了我。”时
任354路班组长的郑海红说，“有些孩子很孤
独，不爱说话，胆子也小。可能身体上的缺陷
或多或少影响着这些孩子。我就想帮帮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爱和温暖。”

除了一条线路的成员共同负担一个结对
孩子的学费，郑海红有空就会带着线路上的驾
驶员去听障学校看望结对的孩子，并给他们送
去助学金和生活学习用品。

“虽然孩子们的耳朵听不见，嘴巴说不了，
可是他们的心能听见，也会表达自己的情感，
跟普通孩子是一样的。”接触久了，郑海红慢慢
发现，和孩子们的交流沟通，像对待普通孩子
一样对待他们，才是真正帮助他们，这比送助
学金和慰问品更有用。

为了和孩子们更好地沟通交流，她在网络
上自学手语，还经常向听障学校的老师请教。
孩子们放假，郑海红会陪他们去书店看书买
书；逢年过节，她把孩子们接到家里包饺子；天
气晴好，她陪伴孩子们游玩踏青……18年来，
郑海红对孩子们的关爱早已超出了“献爱心”
的范畴，孩子们都亲切地喊她“郑妈妈”。

为了孩子们自学手语

“郑妈妈，你最近好吗？”“郑妈妈，这学期我一定好好念书！”“妈妈，我交了女朋友了！”……
46岁的郑海红是宁波市公交总公司永盛公交第三路队的路队长。从2000年的一次结对活动

开始，她和她管辖的线路班组与市聋哑学校的孩子们结对18年，共资助了10名特殊学生，熟悉她
的人都叫她“公交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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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河 妈 妈
红娘团成员和新
人合影。

▲ 郑 海 红
和结对的孩子
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