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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乐团的成员没有华丽的演出服，没有华贵的演奏乐器。但他们当中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获得者，有残奥会开幕式的

表演者。他们登上过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曾被9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馆邀请演出……这就是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是一支由

“80后”“90后”残疾人组成的民族器乐兼顾声乐的专职乐团。自成立以来，他们携手走遍大江南北，投身公益演出，传播民乐

文化，也传递正能量。他们用干净、透明、单纯的心灵诠释着对音乐的挚爱，他们的故事也感动了身边无数的人……

仗剑走天涯的“侠士”

北京西六环外，上庄镇前章村的
一处偏僻小院，记者尚未踏进院内，便
被其中传来的阵阵美妙乐声吸引。悠
扬的民乐似山间流淌的小溪，虽炎炎
夏日，竟让人心中升起一片清凉。

这里，便是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
新的“根据地”。

“我们今天刚搬过来，家里太乱，
还得慢慢收拾。”站在门口向记者挥手
打着招呼的人叫刘继东，是一名“80
后”山东小伙儿，乐团的执行团长。虽
然因小儿麻痹症而腿脚稍显不便，但
他却走路“带风”，三步并作两步便走
进屋内。

早于记者先到的有三位慕名前来
的“粉丝”。“短视频平台看到他们的作
品，当时就被吸引了，正好我们自己也
喜欢乐器，想过来切磋切磋。”其中一
位“粉丝”告诉记者。

2020年初，《沧海一声笑》的视频
一经发布，这个乐团被更多人认识，单
一平台播放量几天时间就已近500万
次。演奏之专业，和音之完美，甚至每
个团员恰到好处的嘴角上扬的弧度，
让很多第一次观看的观众没能及时发
现，这些演出者全部是残疾人士。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
记今朝……”有位网友留言：“音乐一
起，让人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江湖。”

在团员们眼中，刘继东和乐团副
团长仲辉乐就是音乐“江湖”中仗剑走
天涯的“侠士”。

2008年，因不忍心看着一群优秀
的学生与深爱的音乐之路失之交臂，
当时在民办学校任教的刘继东和仲辉
乐决定离职，拿出各自不多的积蓄，为
学生们开辟一座港湾。北京山水民乐
艺术团的前身也由此成型。

“当时家人和朋友都觉得我疯
了。”但刘继东认准了，他不愿放弃和
学生们共同的热爱。如今，这些学生
都已成了乐团里不可或缺的成员。

“我们是一支专业的民乐艺术
团。”乐团刚成立时，刘继东总是这样
再三向他人强调，“我们热爱音乐，也
为此付出了相较常人多得多的努力。
我们希望带给观众不一样的音乐感
受，不想人们把关注点都集中在我们
的残疾上。”

因为我们不能没有音乐

一年来，乐团和成员个人的大部
分收入来自直播。虽然生活较乐团刚
起步时好了很多，但依然困难重重。
上一个租住的小院内没有暖气，冬天
时，成员们只能靠着“小太阳”取暖，每
次直播都要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曾经
因为一些原因院里停了近半个月的
电，我们几乎把能盖的都裹在身上
了。”刘继东说。

“漏雨的房子我们都住过。”从北
京，到西安，辗转丽水，再回到北京，他

们已经记不清如今的这座小院是搬过的
第几个家了。

“为什么又搬了新家？”记者问刘
继东。

“原来的房租负担不起了，这个房还
能便宜一半。”刘继东回答。

“这么难为什么还坚持？”面对记者
的发问，刘继东没有接话，他笑了笑，便
召集团员准备排练。“七一前后有几场演
出，我们还得再练练。”

仲辉乐简单报了一句曲目名，音乐
即响起，团员们的表情似乎也经过“排
练”，每个人笑意盈盈，这是发自内心的
笑容，能感染每一位观众。

乐团里唯一没有笑容的人，是二胡
演奏者王钊，因为先天性肌肉萎缩，他很
难做出丰富的面部表情。排练前，他把
残缺的左臂放进弓内，用皮筋套住，右手
摁弦，左手拉弓。排练期间，他的手意外
从皮筋中滑出，他又熟练地套了进去，完
美地赶上了团队节拍。

网友们喜欢称呼王钊“反手哥”，每
次弹幕上也必会出现他的名字，大多是
观众给他的赞许。很多乐团的“铁粉”都
知道，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反拉二胡第
一人。

和很多乐团排练不同，团员们面前
的乐谱架上都空空如也，演奏中的他们
全情投入。“肢残的还好一点，盲人看不
到谱子，只能靠记，明眼人就要一遍遍帮
我们读谱。”因为视力残疾，仲辉乐对此
深有体会，“只要有空闲的时候，我们都
在读谱。”

一首《我爱你中国》行云流水般演奏
完毕，听者却仍意犹未尽。

“其实，每次排练新歌，我们也要反
反复复排练来协调大家的快慢、强弱和
具体节点，因为盲人看不见指挥，就增加
了很多难度。”仲辉乐说，“有的团员觉得
自己笨，拖慢了进度，其他人就尽量安
慰、想办法。相比健全人乐团，我们付出
的肯定会更多，但我们千百遍反复排练

都毫无怨言。”
“他们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音

乐。”乐团排练间隙，慕名前来的几位“粉
丝”相互交换着现场聆听的感受。这也
许是刘继东没有再继续回答记者提问的
原因，因为，答案在音乐里，在他们随音
乐上扬的嘴角上……

收获爱，也给予爱

对于团员们来说，乐团的“根据地”就
是家。“对于我们这群怀揣着音乐梦想的

‘北漂’来说，能够遮风挡雨又有人情味儿
的地方还不算家吗？”刘继东笑着说。

在这个家里，除了时时传出的悠扬
乐声外，欢声笑语也从不间断，每到饭点
从院里飘出的饭菜香，似乎在告诉每一
位来客，这是一个温馨的家。

家里的每个成员都有外号，仲辉乐
叫“能吹哥”，还有“反手哥”“鼓哥”“小飞
象”……乐团还成就了不少姻缘，现有的
就有两对夫妻。

这些年，乐团的人员来来走走，目
前，乐团共有8位固定成员，有时也会有
志愿者参与其中，进行合作表演。今年
年初，因为收入问题，2位成员暂时选择
了放弃，离开乐团回了老家。“但还是坚
持下来的人多，对于走的人，虽有遗憾，
但我们还是祝福，如果哪天他们回来，我
们的大门依旧为他们敞开。”刘继东说。

除了家人们彼此温暖，相亲相爱，乐
团自成立以来也收获了不少来自外界的
温暖。“刚搬新家，邻居看我们不太方便，
都主动过来帮忙。因为离村子远，送空
调的哥们儿看我们不容易，从送空调变
成帮着我们搬家了。”刘继东笑着说。

记者注意到，乐团正在排练时，一位
穿着跨栏背心的老大爷顶着烈日不停地
在院里穿梭，收拾着细碎的杂物。“这个
老大爷退休了，一直义务帮我们。他住
得挺远，每天早上7点多就自己开车来
了。”刘继东说，对于这些志愿者，团员们

都有说不出的感谢。
“因为资金问题，乐团几次面临解

散。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遇到了贵
人。”刘继东告诉记者，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爱心人士连续资助乐团9年时间，

“这给了我们莫大的底气去追寻自己的
音乐梦想。”

近些年，刘继东带着团员们参加过
一些节目，乐团开始进入更多大众的视
野。一路走来，乐团遇到过阻碍，遇到过
歧视和不解，也得到过鲜花和掌声。但
让刘继东和团员们铭记的，是他们收获
的每一次善意与帮助。刘继东是一个有
恩必报的山东小伙，但很多恩情，他不知
如何回报。

于是，他带领团队参加更多的公益
演出，做民乐的传播者，也是正能量的传
递者。“我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音乐带给
我们的那份快乐。”

虽然乐团的未来仍然坎坷，但刘继
东充满信心和希望。“世上没有平坦的
山，没有无波的水，但它们永远存在。以
山水为志，这也是我们团名的由来。”

与记者一同前来的一位“粉丝”说：
“我一直以为今天的探访可能会有些沉
重，但你们甚至比我想象得更乐观。”另
一位接话道，“每天感觉没有动力，对什
么都提不起兴趣时，我就会不自觉打开
你们的视频。看到你们和音乐的那种水
乳交融，我就觉得什么都被治愈了。”

“接受过别人给予的温暖，也向更多
人传递温暖。如果在网上发的视频能给
别人带去一些力量，我们就很开心，也觉
得做的事情有意义。”刘继东说。

记者离开山水乐团的家时，太阳开
始西沉，它把柔和的光洒进小院的每个
角落，叮叮咚咚的乐器声和树上的蝉鸣
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了一起，为这个夏天
演奏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乐，而这曲子的
动人美妙之处，源自音乐本身，也源自乐
队每位成员团结、坚韧、自信、阳光地追
寻音乐的执着。

以山水为志的残疾人乐团
本报记者 郭帅

6月，又是一年毕业季。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园内，处处都
是忙碌的身影。

上海援藏教师、学校团委书记王德
伟却希望这样忙碌的日子能更长一些。
因为，2018年时他初入藏时带的学生，
今年即将毕业，奔赴新的旅程，他内心
有太多的不舍。

王德伟还记得，2019年的这个时
候，他原本应该结束援藏任务返回上
海，但一位藏族孩子的话让他犹豫了，

“老师，您可以留下来继续教我们吗？”
孩子无意的一句话，深深地击中了王德
伟的心，要离开的话哽咽在喉咙里说不
出来，原本活跃着的课堂气氛，突然变
得安静了下来。孩子天真又不舍的眼
神，让他的犹豫只持续了一节课的时
间，那节课下课，他就决定，留下来。

尽管这一次援藏任务从一年变成
了四年，但王德伟觉得，能亲自把这届
学生送出校园，“应该是一件蛮幸福的
事！”完成了一年的专职教师援藏后，王
德伟又主动申请再留下坚守三年。“因
为教师是份良心活儿。”

来西藏的第一年，王德伟只有25
岁。“刚来时高原反应很严重，整晚地睡
不着觉。”援藏3个月，王德伟就瘦了20
多斤。“可能年轻，身体适应能力比较
强，没多久就缓过来了。”如今，在操场
上常能看到他和同学们一起踢球的身
影，他还被同学们封为了“足球之王”。

“我希望孩子们在学校提升的不仅是学
习成绩，更是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孩子们很淳朴，老师说的每句话
都会记在心里，但课堂上，不敢主动发
言。”根据藏族孩子的特点，作为语文教
师的他准备了很多课本外的拓展材料，
还自掏腰包购买了很多课外书籍。“没
有硬性要求他们写读书体会，我更喜欢
和孩子们通过闲聊的方式，感受孩子们
的所想所惑。”

这两年，一有时间，王德伟就会带
着学生去上海援建的日喀则市第二职
业技术学校，让他们在实训基地参观并
体验蔬果、花卉种植，藏式家具加工，现
代化物流分拣等工作。带着学生到学校
附近社区，和他们一起深入了解藏族的

传统文化，听当地老人讲讲几十年来生活
方式的变迁。

每年，王德伟还会带着藏族孩子来上
海，看看上海的学校、东方明珠、洋山深水
港等地方，让他们真切地体会祖国的繁荣
富强，以及扶贫事业对自己家乡的影响。

慢慢地，王德伟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
的师生情。在很多孩子心中，他是知心大
哥哥一般的存在。有些孩子甚至会通过写
小纸条的方式，偷偷告诉王德伟自己的小
秘密。今年初三模拟考，每次成绩出来，孩
子们都会争先恐后找到王德伟，请他帮忙
分析哪里需要改进。

2020年 7月，王德伟回上海待了3
天，又跟着新一批的援藏教师队伍回到了
日喀则。他的身份也由专职语文教师变成
了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的团委书记。

在援藏的同事眼里，王德伟虽然年
轻，却是个靠谱的带头人。对于每一位初
到日喀则的援藏教师而言，3900米的海
拔都是不小的挑战，王德伟就利用自己在
西藏一年的经验，在工作和生活上细心地
照顾到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不仅如此，
在他的组织下，大家经常利用周末闲暇时
间聚在一起，自己买菜、下厨，整个团队迅
速融到了一起。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可以像大城市
的孩子一样自信地站在舞台上，大胆地去
表达自己的观点。”王德伟说，“我们也希
望最终为这里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
伍，帮助带动当地老师的专业发展，这样
才能为雪域高原源源不断地培养更多优
秀人才。”

王德伟最近一次回家，还是今年2月，
他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后。短暂停
留一晚，就再次奔赴雪域高原，“从没想
过，自己作为一名普通教师，能够以实际
行动参与到这场脱贫攻坚战中，同时还能
见证这一伟大历史时刻。”

王德伟说，这些年看到越来越多的藏族
孩子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享受到各种
优质教育资源时，内心都充满了成就感。

“援藏结束时，我就将要而立之年了，
从不后悔把青春献给了雪域高原。”王德
伟说，“我很感谢这片土地，让我发现了自
己源自内心深处的柔软与赤诚，也更深知
一名教师的责任和担当。”

王德伟：把青春献给雪域高原
本报记者 郭 帅

本报讯（记者 贾宁）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避
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由中国医
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发起，联合北
京同仁医院心脏中心、清华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和北京济仁医
药科技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主办，
健康边疆行儿童先心病义诊筛查专
家组再次奔赴青海玉树，开展相关
救治活动。

据介绍，今年5月，在玉树州
委州政府、北京援青指挥部统一协
调组织下，对玉树全州0—14岁儿

童进行了先心病摸排，发现共有近
400名儿童疑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7月初，由健康边疆行组委会统一安
排，来自北京的专家义诊团队来到
玉树州，奔赴各县为孩子们进行义
诊筛查。对经专家诊断筛查、符合
手术要求的患者，北京援青指挥部
将会同玉树州卫健、教育、医保等
部门开通异地就医绿色通道，组织
患者到北京接受治疗。同时，协调
慈善组织、医院、首都爱心企业
等，统筹解决患者的医疗、交通费
用、食宿费用。

“健康边疆行”再赴玉树筛查义诊儿童先心病

本报讯 为更好地保护传统村
落，6月 29日，字节跳动公益联
合浙江丽水市政府发起“村落守护
人”计划，邀请抖音创作者以古村
风貌、美食民俗等作为主要创作内
容，推广古村落文化。字节跳动公
益将给予长期运营和其他资源扶
持，激励创作者创作出更多优秀的
短视频作品。

首批村落守护人共18名，均
是来自丽水乡村的抖音创作者。他
们以丽水乡村为创作灵感，发布了

数以千计的短视频，用镜头带着网友
“云游”古村。通过这些介绍，原本
“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古法蜂蜜、笋
干、茶叶等农特产品，渐渐走出大
山，为人熟知，传统村落也焕发出新
的生机。

字节跳动公益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国共有 681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未来字节跳动公益将与村落守护人一
道，记录更多传统村落的历史风貌、
美食民俗，带动更多人参与古村落保
护。 （慈萱）

字节跳动公益发起“村落守护人”计划

本报讯（记者 照宁）为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
题，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6
月28日，厦门市敬老爱心车联盟
正式启动。联盟将依托95128约车
服务电话和首批 180辆巡游出租
车、250名优秀驾驶员，为老年人
提供 24 小时精准出行服务。由
此，厦门成为全国首批、福建省首
个依托95128约车服务电话开通老
年人专属打车服务的城市。

据介绍，现在厦门市的老年人

打车出行可直接拨打95128约车服务
电话，根据敬老打车语音导引，后台
将按照“距离最短、线路最优、接驾
最快”的原则，直接给敬老爱心车派
单，提升老人打车的成功率。老人乘
坐敬老爱心车按照正常计费标准付
费，无需承担额外费用。

厦门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林少雄表示，本次启动的是首批敬老
爱心车，接下来还将及时跟踪运营情
况，不断总结经验，提升服务水平，
让老年人出行更便捷。

敬老爱心车联盟在厦启动

6月上旬，湖南省委组织部对“两
优一先”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长沙理
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阳立高榜
上有名，公示为湖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6月30日，湖南省委召开表彰大
会，他上台接受表彰。

“教育‘痴子’又获奖了。”很多人
在台下说。认识阳立高的人，喜欢称
呼他教育“痴子”。“这是带点玩笑的称
呼，我们都很尊敬他，只要是学生的
事，尤其是偏远山区孩子的事情，他都
比自己的事着急多了。”一位熟悉他的
老师说。

“我就来自大山里，经历过求学的
不易。”阳立高深知贫困学子成长的难
处，多年来坚持奉献爱心，帮助他们成
就梦想。

艰难求学路

“从大山里来，你尝尽了生活疾
苦。用知识照亮人间，你为贫寒子弟
插上翅膀。孩子们以你为标杆，学知
识，长本事。一代领一代，你曾是无助
的他们，他们终将成为有为的你……”
这是今年1月，在2020年度“感动湖

南”人物评选表彰会上，组委会给阳立高
的颁奖辞。

阳立高出生于湖南隆回一个贫困山
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初中毕业后他
选择读中专，只是为了早点出来工作，减
轻家里负担。上学期间，他还自考了大
专和本科。

中专毕业后，阳立高回到老家一所
乡镇中学教书。对于贫困农村的孩子来
说，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工作认
真努力，很快他便担任了学校的团委书
记。但他决定放弃工作，继续深造。“那
时候家里穷，上学时有考研想法却没敢
跟父母说过。工作后更深知，还是要继
续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阳立高
以高分考上湖南大学的研究生，但他又
面临新的问题：学费和生活费怎么办？
他选择了当时很多贫困学子选择的道路
——做家教。

后来他一路考到博士，毕业后，进入
长沙理工大学任教。

“梦想有多大，就能走多远”

回忆自己的求学历程，阳立高觉得，

“梦想”是支撑他走到现在的最大动力。
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阳立高始终

坚持“梦想是最好的老师”，鼓励学生要
有梦想，并大胆追梦。他常和孩子们说：

“梦想有多大，就能走多远。”
阳立高给他所带的每一位研究生

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一对一的谈心，了
解学生具体情况，根据学生情况，谈理
想、谈追求，分析他们的优劣势，鼓励他
们树立“远大理想”，大胆追梦。他告诉
每个孩子：“我没读过高中，也没读过大
学，都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你们基础比
我好，条件比我强，只要肯努力，一定能
超越我。”

“这一招特别管用。”在他的鼓励下，
学生们学会了做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
目标明确、计划周详、勤奋努力，最后都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大学校园里，不管阳立高是不是
任课老师，只要出身寒门的学生，没人不
知道他的名字。“只要阳老师能够帮助解
决的，一定会倾尽全力。我们常开玩笑
说，有困难，找阳老师准没错。”一位受过
阳立高资助的学生说。

来自贫困山区的张兴义，从小酷爱
美术，并立志要考中央美术学院。“前三

次高考专业课成绩都很好，也过了分数
线，但文化课一直不行。”复读时，张兴义
向银行贷了款。“担心再复读一年也过不
了，还欠了银行的钱。”多重压力让张兴
义几乎喘不过气来，精神处于半崩溃
状态。

阳立高得知情况之后，不仅给予张
兴义学杂费资助，还陪他一起寻找正确
的学习方法，更不断给予他鼓励和安
慰。在阳立高的支持和帮助下，张兴义
最终以高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不久前，张兴义深夜给阳立高发来
微信，在创作作品后面，他写道：“谢谢
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短短几个字，
阳立高热泪盈眶。

这些年，像张兴义这样得到阳立高
帮助的孩子还有很多。为帮助更多寒门
学子追梦圆梦，阳立高还组建了助学团
队，每年出资百万元，在贫困山区建立了
一批“追梦室”，购置图书、绘画工具、音
乐器材、演讲设备等，为寒门学子追逐梦
想创造良好的环境。此外，他还安排师
生定期开展教学活动，让山区孩子免费
体验和学习；组织山区贫困学生到大城
市艺术场馆和名校参观学习，为山区孩
子提供更多接触优秀教育的机会，播下
梦想的种子。

“我希望给更多贫困生创造一个
考取理想大学的筑梦场所，一个成长
的摇篮。”对于未来，阳立高满怀信心
地谋划着更高更远的目标，他相信，一
定能帮助更多孩子走上梦想的康庄
大道。

“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顾磊

近日，北京
山水民乐艺术团
参加“永远跟党
走 建 功 在 基
层”万寿路地区
庆祝建党 100 周
年红歌音乐汇演
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