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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好家风

“在一次走访中，我遇到了许老法。他

患有先天性脑瘫，导致双腿肌肉萎缩。”许老

六看着在轮椅上郁郁寡欢的许老法，一打听才

知道，对方年仅 19岁。“你还年轻，读过书、

懂技术，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许老六掀

起自己的裤腿给许老法看，“我也是残疾人，

但我们不能对生活丧失信心。”在许老六的鼓

励和帮助下，许老法在村里开了间小卖部，每

月有 2000 余元的收入。见许老法渐渐走出人

生低谷，许老六还主动帮他张罗婚事。“我帮

他牵了 18 次线，终于成功了。”许老六对此

由衷地感到高兴。

“要发掘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帮他们

找到想做的、能做的事情。”在帮助残疾人康

复的同时，许老六也积极为这一特殊群体的就

业创业出谋划策，他牵头成立残疾人扶贫示范

基地，为残疾人培训养殖技术。务龙村村民张

红春正是在该基地学习养殖技术后，自主创业

并获得成功，每年都能挣数万元。据许老六介

绍，该基地累计培训残疾人 500 余人次，带动

60 余户残疾人家庭年均增收上万元。

“在我的心目中，爸爸就是英雄。”许

老六的儿子说，父亲通过努力帮助一批残疾人

过上正常生活的事迹，深刻地影响着自己。而

在许老六眼中，儿子从上小学起就懂得尊老爱

幼，生活上也很独立。“儿子一放学就到养殖

场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学校也经常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他说。

为残疾人重拾生活信心

2006年，师宗县从全县每个村委会（社区）

挑选一名残疾人联络员，协助县、乡残联做好

残疾人工作。得知消息后，许老六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许老六说：“正因为我是残疾人，懂

得残疾人的不易，才更要去做这份工作。”最

终，许老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聘为彩云镇务龙

村残疾人工作专职委员。

任职第一年，许老六就学会了骑自行车，

走访全村 120 户残疾人家庭，摸清实际情况。

走访中，许老六发现，很多残疾人并非没有干

事创业热情，只因“残疾”二字而打了退堂鼓。

“必须先帮他们从思想上摆脱束缚，树立身残

志坚的信念，再配合康复训练，做到生活自理。”

为此，许老六报名参加康复师培训，学习盲人

定向行走训练等康复技能，成功通过结业考试

并获得资质后，县残联聘请他担任彩云镇康复

指导员。

2009 年，许老六从镇里争取来一批康复

设施，在村委会打造康复室，号召周边的残疾

人前来进行康复训练。他还用掌握的康复治疗

方法，为每名残疾人建立康复档案。近年来，

光是盲人定向行走训练的档案，他就记录了

50 余本。

每隔一段时间，许老六都会组织村残协

成员开会。“说是开会，实际上是定期把大伙

儿聚在一起，围绕一个主题进行交流。”许老

六说，近期会议的主题是“谈获得”。“我参

加县残联组织的养殖培训，收入增加了”“我

坐的轮椅是政府送的”……与会者畅所欲言。

看着大家满怀信心的模样，许老六备感欣慰。

一家之风，世代相传。许老六坚信，家

风好是家道兴盛、和顺美满的基础。因此，在

继承父辈“助人为乐”优秀传统的同时，许老

六也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导孩子们。在他的影

响下，小女儿从5岁起就跟他一起帮助残疾人，

“起初是在康复室里做些发放矿泉水的简单活，

后来打扫卫生、摆放仪器等都做。”许老六说。

如今，已上大学的女儿依旧保持着助人为乐

的好习惯，在学校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优秀青年志

愿者”等。

本刊记者   杨旭东 / 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