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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会如此艰难。”李国

秀说，面对艰难的生活，她也曾绝望过。

然而，夫妻俩最终没有被困难打败，而是决心用

“一只手+两条腿”开创新生活。从此，不论刮风还是

下雨，夫妻俩起早贪黑上山找猪草、下地种庄稼。

就这样，在东川广袤的红土地上多了一幅感人画

卷：春天，张顺东在山沟山洼围水，李国秀在稻田里

用脚插秧；秋天，玉米成熟时，张顺东用一只手掰玉

米，李国秀背着篮子站在地里接；冬天，张顺东劈好

柴、暖好炉，李国秀用脚缝衣服、教孩子读书……

不等不靠 辛勤耕作盼脱贫

“你是我的腿，我是你的手，没有什么坎是过不

去的。”这是张顺东经常和李国秀说的一句话。

为了能早日摆脱贫困，张顺东夫妻俩拼尽全力，

不但种地，还养殖鸡、鸭、猪等，除了种自家的土地

外，夫妻俩还租借村里一些常年外出打工村民的地来

种。张顺东说，妻子虽然没有双手，但她凭借两只

脚，煮饭、喂牲口、洗衣服等家务样样能干；除草、

收花生、种红薯等农活她也样样在行。

每逢集市，张顺东牵着一头毛驴，步行40公里山

路，蹚过3条河，往返八九个小时，来到东川城区做小

生意贴补家用。李国秀心疼丈夫，希望他能少干点费

力活，可终究拗不过张顺东。

繁重的农活以及忙碌的奔波，张顺东被电击伤的

双脚发了炎，尤其是右脚溃烂严重。2013年，张顺东

不得不听取医生建议：截肢。幸运的是，手术非常成

功，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还报销了2万多元医

药费。

截肢后的张顺东依旧闲不住，休息不到一个月又

下地干活。他还专门筹钱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作为代

步和生产工具。三轮车的油门原本在右把手上，加减

油门都靠右手完成。由于没有右手，张顺东无法完成

这一操作，于是，他请车厂里的修车师傅把油门改在

左边，这样他就能用左手控制油门。

每天，当太阳升起，夫妻俩就坐着三轮车下地干

活；夕阳西下，炊烟升起，又坐着三轮车回家。就这

样，他们相互搀扶，走过一个又一个春秋。

2017年，在相关扶贫政策支持下，张顺东家获

得了建房补助。为了省钱，张顺东决定用自己的三轮

车拉建筑材料。由于工期紧张，张顺东昼夜不停拉材

料，一天拉20多趟，连续拉了1个多月，仅运输一项就

为家里节省了1万多元钱。

自强不息 勤劳致富奔小康

“他们夫妻俩，很让人佩服！”提起张顺东夫

妇，左邻右舍都纷纷竖起大拇指。

张顺东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

作。年满20岁的小儿子，参加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后

到深圳打工，每月也能挣几千元。

“我这一生最大的亏欠，就是不能给孩子一个拥

抱。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用双手抱大的，而我家的两个

孩子是用双脚抱大的。”回想起把一双儿女拉扯大的

艰辛过程，李国秀泪流满面，“好在两个孩子都有志

气，自己也就有盼头。”

李国秀虽然没有双手，但有一双“巧脚”，农

村妇女常做的针线活，李国秀都能做，最令人佩服的

是，她还能用脚绣花。她熟练地用嘴把针线包叼出，

右脚趾夹住花线，左脚趾夹住绣花针，几秒之内就穿

好针，双脚配合绣鞋垫。她绣的鞋垫结实、精致，花

纹精妙，让人赞叹。“缝缝补补没有问题，做鞋垫20

余年了，还把多余的鞋垫拿到街上卖，贴补家用。”

李国秀说。

在东川区脱贫攻坚展厅，展示着李国秀所绣的

十字绣作品。“爱党、信党、跟党走”“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永远跟党

走”这些话语，被她一针一线绣了出来，整齐细密，

针针用心，字字含情。

“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帮助，我起码要再努力10

年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我们很感谢党和政府。”采

访中，张顺东告诉记者，脱贫后，他家正计划养鸡200只

左右、养猪10多头。如果条件允许，还要种几亩木耳。

此外，张顺东还主动担任残疾人联络员，为村

里的87户97名残疾人提供联络服务。这份关乎全村残

疾人切身利益的工作，张顺东一干就是11年。他鼓励

大家说：“身残心不残。既然无法改变自己残疾的身

体，就不要做无谓的自卑和折磨。一棵草能顶一颗露

水珠，相信每个人只要自强自立，都能像小草一样顽

强地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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