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22岁的方坚来到老山边

陲，参加对越自卫防御作战。在攻打
140高地的战斗胜利结束后，表现突

出的话务员方坚荣记二等功，火线入
党。然而，一次排雷时的意外造成他的

双眼失去光明，至今体内还有弹片。
经历过最初的绝望，他就像自己

的名字一样，坚强地重新站了起来。看

不见，总能听和说吧，社区服务中心的
电话热线，成为他继续为人民服务的

新岗位。除了接听和处理市民来电，他
还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服务，走机关，下

企业，进学校，宣讲红色精神，并参加

静安区盲协的为民按摩服务队。

如今的他，通过声音感知社会的飞
速发展。2003年起，他开始学习通过读

屏软件使用电脑，从当时用“猫”上网，到
现在刷手机“看”微信、听读书机，他觉得

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每天睡前通过手
机听故事已成为一种习惯。他还参加了

静安区残联和盲协组织的知识竞赛、棋
牌赛、茶道培训等活动，新颖的非视觉

摄影培训更是让他出人意料地实现了

摄影这一突破。几十年来，他深切感受
到全社会扶残助残氛围的变化，更加盼

望祖国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因为出生时意外导致的脑瘫，钱

岭 5岁后才能独立坐起来。父亲因病
去世后，母亲独自拉扯她和哥哥成长

十分吃力，而她则以考上同济大学的
优异成绩作为对母亲的最好回报。

求学不易，然而，人生中最艰难
的时刻还是大学毕业前的求职季。经

历了四处碰壁后，她幸运地在实习单

位巧遇去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
静安区劳服所工作人员，这才找到

“娘家”。经过静安区残联推荐和协
调，她来到南京西路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从最基层的门诊收费岗位开

始，逐渐考出统计师和中级会计师

证书，成为一名财务。
年轻的她，在工作中成长，生活

越来越好。市、区两次实事工程都把
阳光洒进了她的家中，无障碍改造、

辅具配发等提高了生活质量，也让
她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智力助残等

志愿者服务中，成为在残疾人群体

中发光发热的一个小太阳。在与残
疾人家庭子女等受助群体接触的过

程中，她也由衷感到，如今的残疾人
生活越来越幸福，在上海感受到了

更多的城市温度。

    5岁时的一次摔伤，使小蕴青不

能像同龄孩子那样快乐奔跑，然而，
从小不服输的她，克服左侧手脚不便

的难题，像同龄人一样，刻苦学习。中
专毕业后，她又进修获得了上海交大

网络学院的本科学历，并在 2014年
通过上海市级事业单位首批定向招

录残疾人考试，来到上海出版印刷高

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工作。
工作中，她尽职尽责，敢于创新，

获得一项专利，发表两本专著和多篇
论文。同时，她也热心公益，不仅在

2019年 30岁生日当天认领捐助一名
贫困家庭子女，从去年至今已献血两

次，还带领学校里的学生社团与静安

区肢残人协会共建。2020年初，还积
极报名，参加上海市市级机关系统疫

情防控应急志愿服务，在花桥收费站
协助车辆登记。2月 7日，她又主动来

到松江的一家企业，通宵赶制口罩。
从受助到回报，出生在红色家

庭的朱蕴青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贯彻在工作和生活中。去年 11月，
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赓续

家庭红色传统的新生代。从祖辈为

党为国抛头颅洒热血，到如今奉献
在平凡岗位，年轻的朱蕴青，身残更

见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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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联建遍洒阳光 爱心温暖四万残友

    静安， 是上海建设卓
越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一个重
要窗口。 在上海全面提升
城市软实力， 建设令人向
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

生态之城道路上， 静安区
4.16万名残疾人也是一支
重要力量。 同时，在这座拥
有光荣历史的人民城市
中， 广大残疾人也是五个
“人人” 的亲历者和实践
者。

100年来，神州大地迎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残
疾人事业从无到有， 更是
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质量
发展阶段。 艰苦奋斗铸就
辉煌成就， 值此举国上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静安区几代残
疾人党员共话百年伟业，

更坚定了永远听党话、跟
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上海解放那天，12岁的小宗可

跟着老师、学长们一起扭秧歌，欢
唱“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

区的人们好喜欢”，迎接新时代的
到来。

宗可是上海第一批少年先锋队
队员，然而，意外的药物副作用却让

她听力下降，逐渐成为残疾人。不

过，她没有自暴自弃，依然活跃在校
园中：作为大学体操队队长，参加全

市大运会比赛；担任学生会文体干
事，为同学们服务。回忆青春，她还

记得下乡三秋抢收抢种的艳阳暴

晒，记得炼钢工人的忘我奉献，她开

始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含义。
工作后，她逐渐成长为第十人

民医院放射科的骨干，21岁光荣入
党，在一线岗位上奋斗到 70岁。耄

耋之年回眸过往，她对百年伟业的
艰辛与荣光有着更深的感触，对残

疾人生活的巨大变化更是有切身体

会。此刻，72年前的喧天锣鼓仿佛
再度在脑海中响起，心头的百感交

集语汇聚成铿锵有力的一句话：“祝
福我们的党和国家，前进，前进，再

前进！”

    从感受阳光雨露到积极发光发热，

静安区残疾人中有三支志愿服务队在区
域中大名鼎鼎，他们就是静安区聋协为民

服务队、盲协按摩队和肢协为民服务队。
这些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回报社

会、关爱他人的残疾人们，活跃在街
头、社区，践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雷锋精神。其中，就有一位党龄 48

年的老党员———出生于 1945年的惠
舜基。退休后，他全身心扑在社区残疾

人服务事业上，一手创办曾获评“上海
市十佳读书会”的残疾人阳光读书会，

最近，又与读书会成员们一起开展“四

史”学习研讨征文活动，举办“永远跟
党走”唱响时代主旋律的文体活动。在

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残疾人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愈发强烈，感觉到生活

在新静安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惠舜基说，作为一个几乎与共和

国同龄的老党员，他深切地感受到：

“生活在新时代的残疾人无比幸福和
自豪。所有残疾人都是‘中国梦’的践

行者。我们要听党话、跟党走，活出我
们残疾人的精彩人生，发光发热！”

百年奋斗创辉煌 参与共享新征程
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静安区残疾人共话百年伟业大发展

宗可 党龄 63年（听力残疾）30后

惠舜基 党龄 48年 （肢体残疾）40后

“大姐”是残疾人小伙伴们对孙

玫琳的昵称。从年龄上说，这位出生
于 1955年的老党员的确是许多人

的大姐，更重要的是，担任上海市肢
残人协会副主席和原静安区肢残人

协会主席的她，一直是残疾人大家
庭中的“大姐”，用无私的爱呵护着

大家。无论是在静安区，还是在全市

肢残人协会中，她都尽心尽力，帮助

更多肢残人解决急难愁问题，共享

社会发展成果。
在去年疫情期间，这位大姐尤

其想到了行动不便的“希望之家”脊
髓损伤伤友，通过电话、微信送上组

织关爱，链接各方资源传递康复理
念，宣传各类有益于伤友身心健康

的知识，得到了大家的广泛点赞，让

大家看到了一名老党员的风采。

孙玫琳 党龄 40年（肢体残疾）50后

方坚 党龄 36年（视力残疾）60后

钱岭 党龄 12年（肢体残疾）70后
朱蕴青 党龄 6个月（肢体残疾）80后

城市温度首先体现在特殊群

体身上。 在静安区，许多爱心单位
通过党建联建等各种形式，关爱全

区广大残疾人。

2018年，华东医院在浦西开设

首家三甲医院助聋门诊，各党支部
在医院党委号召下，将助聋门诊的

党员志愿服务作为倡导支部党员

积极践行初心使命的服务基地，各
科室党员组成“红旗”团队，迄今已

接诊听障患者 2298人次，接受各类
检查 838人次， 安排住院 44人次，

手术治疗 26人次。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交通分院党支部面向静安残疾人

的“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结对走访
活动已坚持 10年，还通过联合静安

区肢协、上海市城市规划展示馆等
资源，连续五年结合“12.5”世界志

愿者日开展系列活动，帮助重度肢

残人走出家门，感受城市变化。 党
支部与大宁街道肢协签订三年共

建协议， 还深入了解残疾人需求，

以设计导则形式成为城市社区发

展的纲领文件。 2018年正式颁布的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划出专门
的篇幅介绍城市无障碍设计，促进

城市街道设计更加人性化，为肢残
同胞安全出行提供保障，获得上海

市和全国规划类设计一等奖。

上海市地矿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党支部组织多名青年志愿者，参

加由静安区肢协、徐汇区肢协联合
举办的文艺汇演，联合静安区彭浦

镇肢协开展 “清洁环保进社区”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获颁上海市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和静安区残联会

授予的 “公益活动最佳合作伙伴”

称号。 今年全国助残日暨上海助残

周期间，时代中学与静安肢协结成
共建关系， 向区肢协捐款近 2万元

用于开展残健融合活动、帮扶困难
残疾人以及残疾人家庭子女等。 端

午期间，时代中学、石门二路街道

阳光家园和区残联机关支部携手
静安肢协举办残健融合活动，让助

残理念根植学子心中，为城市增添
更多温暖。

党的阳光，通过这些党员的爱

心善举，让更多残疾人感受到春风
般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