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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了小时
候的自己”

暮春时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
市合浦县石湾镇红锦村，一垄垄红薯
苗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的藤蔓将土地
盖得严严实实。田地里，村民们正忙
着剪苗、施肥、杀虫，一派繁忙景象。

不远处，几位朝气蓬勃的身影让
田间地头更显热闹。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协委员赖家益和团队成员们正
在挨家挨户核实红薯种植面积。“免
费红薯苗发下去，村民们已经种了一
段时间了。这两天要和村民们签订
新的合同，给他们发放每亩 200 元的
种植补贴。”赖家益说。

和村民们一起种红薯、通过直播
把家乡的各种应季蔬菜水果销往全
国各地，这件事，赖家益已经做了近4
年。提起赖家益，村民们总会笑着
说，“别看他年纪小，却是我们村的主
心骨咧！”

一位“95 后”，缘何成了他们的主
心骨？

“这要从我的学生们讲起。”赖家
益笑着告诉记者。

2021年9月，赖家益回到合浦县石
湾镇红锦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
任，这所学校也是他曾经的母校。“我
是一名留守儿童，国家的师范生免费
教育政策让我得以走出山村读大学，
实现了自己的求学梦。”赖家益说。

临近毕业时，众多单位向他抛来
橄榄枝。

赖家益笑着说，面对高薪、留学等
机会，确实非常心动，“但可能是因为
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对留守儿童总是
有种责任感，毕业前一段支教经历也
让我更向往教师这份工作。况且爷爷
奶奶年事渐高，我也想留在他们身边
方便照顾。”

那时，赖家益的班级里共有 14 名
学生，“大部分都是困境或留守儿童。”
赖家益一直记得自己组织的第一次家
长会，“很多家长都因为太远来不了，
最后只来了两位老人。”

看着班里的孩子们，赖家益觉得
像是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经常是天
都黑了，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等着做
农活还没回来的爷爷奶奶，肚子饿得
咕咕响，心里也挺害怕的。”赖家益说。

“我想让学生们不用再感受这份
孤独，都能快乐地成长。”课堂之外，赖
家益带着他们去田野中画画，在稻田
里唱歌，用草木染布，感受大自然的色
彩……尽管想尽办法丰富孩子们的生
活，孩子们也确实变得更加活泼开朗，
但留守儿童的经历总是让赖家益更善
于捕捉细节。“每次给孩子们过生日
时，他们许的愿望总是希望父母能多

回来几次，画画唱歌时也常会流露出一丝
孤单和忧伤。”赖家益知道，任何人的陪伴
都替代不了父母。

为了让孩子们愿望成真，赖家益鼓起
勇气给远在外地的学生家长一一打去电
话，劝说他们回家。很多家长不屑一顾，
甚至感觉这个年轻老师有些“愣头青”。

“你们回来后可以做种植养殖业，我
在网上帮忙销售。挣不到钱，孩子的学费
生活费我来出。”赖家益说，给家长作出承
诺的时候，他心里也没底。“但我就一个想
法，不能让孩子们再经历一遍我的童年。”

“你回来带娃，我帮你直播带货！”

即使做出了承诺，但回应的家长却一
个也没有。“连自己家人都不相信，我们这
样的小地方可以把东西卖到全国。”赖家
益却觉得，这是件值得尝试的事情。

一到周末，他就走进田间地头，打开
网络直播，虽然观众寥寥，但赖家益干劲
十足。

转机发生在一次学生家访后。学生
小娇（化名）的父母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
理，家中 4 个孩子都在读书，唯一的劳动
力是80多岁的奶奶。“老人平时就靠养鸡
贴补家用，但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去
镇上摆摊成了难题。”赖家益说。

征得小娇奶奶同意后，赖家益把他们
的故事带到了直播间，同时附上了链接：

“农家土鸡，单价128元一只”。
那是赖家益第一次正式直播卖货，

“心里挺忐忑的，也不敢想结果。”2 个小
时下播后，赖家益惊讶地发现，800 只鸡
销售一空，他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互联网的
强大力量。“平时在县城卖，每只鸡的价格
只有68元。”

通过这次的案例，和赖家益一样，看
到互联网“神奇”之处的还有不少学生的
家长。

“一些比较年轻的家长开始有了回来
的想法。”赖家益乘胜追击，答应自费为他
们提供鸡苗、仔猪、红薯苗等。慢慢地，随
着返乡脚步回来的，还有昔日荒芜土地上
的绿意，村里顿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这些年，在赖家益的号召下，红锦村
数十位家长陆续返乡，边务农边陪伴
孩子。

“我们班很多学生的父母都回来了，
看见他们每天开心的笑脸，放学时和妈妈
拥抱的温馨，让我觉得做再多都不觉得辛
苦。”越来越多的家长回到家乡，赖家益开
心的同时，也感到肩上越来越重的担子，

“承诺了这些家长的就要做到，但经常感
到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

2023年7月，家乡接连多日的大雨导
致荔枝被霉菌侵染，受损严重，“红薯、贝
贝南瓜也几乎全部烂在了地里。”赖家益
说，“原本这些已经都下了订单。不能如
期发货，不仅会损失信誉，也意味着乡亲
们近半年的心血将‘鸡飞蛋打’。”

“面对乡亲们期待的目光，我开始怀
疑自己。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挫败感，一度
想要放弃了。”赖家益说，在最难的时候，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向他们“涌来”，“很
多人都对产品不能如期发货表示了理解，
而且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一次次暖心鼓励和及时雨般的资金支
持让赖家益重新“站”了起来，但这次洪水
侵袭也让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如何让返
乡村民能够安心地留下来，陪伴孩子们。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更大的平台，
也需要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让农产品能
够及时销售出去，从而提高村民们的收
入。”赖家益说。

让孩子们不再留守，是我不变
的初心

2023年，赖家益多了一个身份，广

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同时，他也从
一名乡村教师转型成为广西自然资源职
业技术学院实践导师，开展网络直播赋
能乡村振兴等实践课程。

“孩子们最大的心愿是父母能在身
边，而让返乡的村民们安心留下来，最
重要的是要确保他们有稳定的收入。”
赖家益说，“为村民们带货需要更多的
时间，但我又一直不愿意放弃三尺讲
台。”

正在赖家益最纠结的时候，广西自
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他伸出了橄榄
枝。“现在每个月有8节课，我会把自己
的实践经验整理出来和学生们一起探
讨，乡村振兴路上也有了更多的同行
者。”除了上课，赖家益有了更多的时间
为家乡农产品做调研、想出路。

“最近常常广东、广西两地跑。”赖
家益说，“这两年粤桂协作力度不断加
大，我想看看是不是能找到更多机会，
让家乡的农产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

虽然不再是家乡孩子们的“小赖老
师”，但他们却成了赖家益永远的牵挂。

“决定走的那天，我和孩子们都哭成
了泪人。离得远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
他们。”这些年，赖家益长期资助着5名
困境留守儿童，“晚上没事的时候，总会
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生活和学业
上的事，遇到好吃的、好玩的也会买给
他们。”

作为自治区政协委员，赖家益从没
忘记，“让家乡的孩子们不再留守，有一
个幸福的童年，是我不变的初心。”

自治区两会上，他不断为孩子们鼓
与呼。“留守儿童问题关系家庭稳定、社
会和谐，更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赖家益
呼吁，要创造条件让留守儿童伴随在父
母身边，让他们不再孤单。

今年，赖家益又带去了关于助力
农产品走出去的思考和建议，“品质提
升，是特色农产品走出去的保证；同
时要借助直播带货等网络宣传形式，
加强农产品宣传。其实不只是线上，
线下门店也有很大合作空间，关键是
要提升各地优质农产品的知名度。”

共青团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广西青联委员、广西好物推介官，
中国好人、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多重身份、诸多荣誉让赖家益越来越忙。

“以前在村里没有出过远门，大学毕
业后，连乘坐飞机对我来说都是挑战。”
赖家益说，“现在确实有了更多的机会走
出去，眼界也开阔了不少，相信未来家
乡农产品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出路’。”

“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了摆脱家乡，
而是为了回到家乡，通过自己的努力，
影响和带动越来越多年轻人建设家乡，
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赖家益说，
这是他所一直坚信的，“希望未来继续做
自己的光，去照亮更多人。”

做自己的光，照亮更多人
——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实践导师赖家益

本报记者 郭 帅

曾经，他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留守儿童，是教师眼中的“问题少年”；长大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让他走出

大山，在求学路上逐梦而行；毕业后，他成了一名乡村教师，守护着家乡更多的留守儿童。

他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最年轻的政协委员、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实践导师赖家益。

“我们现在要去附近的地铁站乘坐
地铁，地图可以自动导航到有无障碍电
梯的地铁站入口，方便我们进入。”打
开无障碍地图，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政
协委员李麟青选择“轮椅”模式，系统
便为他选择了最合适的路线。

近日，在苏州高新区竹园路创业园
中，李麟青边向记者介绍无障碍地图的
功能，边演示着具体的操作方法。“缘
石坡道太陡，且有高差，注意安全。”

下坡时，系统根据地势向李
麟青做出了提示。

2019 年以来，李麟青
聚焦残障人士的生活和心理
需求，全身心投入到全景式
无障碍地图的开发中，并依
托李麟青信息无障碍委员工
作室深入履职，持续为残障
人士创业就业赋能。

如今，他所开发的公益
软件已覆盖江苏省 13 个县

（市、区），直接受益人数超
570万人。

作为区政协委员，他先
后提出《关于加快推进无障碍设施高质
量建设与管理，打造城市“高新”样本
的建议》《关于加大无障碍相关专业人
才供给，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的建
议》 等多件提案。“这些提案都陆续得
到了落实。能为残障朋友做些实事，我
很开心。”李麟青说。

“我比健全人更加了解残障朋友生
活的不便，我想让他们都能自主出门，共
创共享新时代美好生活。”李麟青自幼被

确诊为脑瘫，无法站立。但他从未屈从
于命运的不公，始终怀揣着信心与勇气，
拼搏奋斗，获得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
士学位，创办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完
成了一次次人生“逆袭”。

身为残疾人，李麟青更了解这一群
体。“我国有残疾人8500多万，但街上
却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因为他们出行
的试错成本太高了。”一次出国旅游
时，他发现，一些发达国家的导航软件
在残障提醒方面更加完善，“除了会标
注无障碍配套设施，还专门开发了无障
碍导航模块。”

“科技的进步完全可以改变残障朋
友出行的痛点，守护他们的‘诗和远
方’。”2019 年，李麟青开始全身心投
入到全景式无障碍地图的开发中。两年
后，该无障碍地图正式上线。

“无论是肢体残疾还是视力障碍
者，都可以通过它便捷地搜索到相应的
无障碍设施，做出适合的路线规划。”
李麟青介绍说，这一项目被中国残联列
入全国信息无障碍创新成果案例。近
日，李麟青还被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共青团江苏省委授予江苏“最美青年”
称号。

对残障人士的守护不止于此。作为政
协委员，近年来，李麟青依托李麟青信息
无障碍委员工作室，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和
资源优势，不断扩大公益服务圈，努力让
更多残障人士平等便捷地享受无障碍服
务，实现人生价值。

“委员工作室现有服务团队 2 个，大
家各取所长，在当地的‘残疾人之家’
为更多朋友提供智能科技、创业就业指
导、短视频直播等服务 1600 余次。”李
麟青说，在科技手段的加持下，他希望
能够持续为残障人士就业创业赋能。

通过参与区政协组织的微讲堂、微协
商、微调研、微建议、微公益“五微”等活动，
李麟青带领工作室成员们走进企业、社区、
学校，了解辖区群众的诉求。“我们会把合
理的意见建议及时转化为提案。”

与此同时，作为苏州市无障碍环境建
设促进会会长，李麟青还组建了无障碍环
境督导员队伍，围绕“宣传”“督导”“培
训”三大行动，联合检察院、住建、城管
等多方力量，累计开展活动200余场，不
断推进无障碍建设事业发展，助力无障碍
友好型城市建设。

从无障碍设施的享用者到建设者，再
到推广者、监督员，在身份的转换中，李
麟青不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逐梦未
来，李麟青坚信，无障碍地图未来会覆盖
全国更多地方。“希望残障人士能够像普
通人一样生活、工作，为社会贡献价值，
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李麟青说。

守护更多残疾人的“诗和远方”
——记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政协委员李麟青

通讯员 苏慧 本报记者 江迪

芳菲四月，辽宁葫芦岛兴
城市大寨乡郭家屯村，漫山遍
野的杏花竞相绽放，处处飘
香。4月20日一早，位于望海
满族乡望海村的困境学生子航

（化名） 家中，一群“红马
甲”走了进来，传来阵阵欢声
笑语。

这群“红马甲”来自兴城
市真爱助学协会，提起这个名
字，当地困境学生家庭几乎无
人不知，很多孩子都曾得到过
协会的生活补贴。

“子航今年读初一，是一
名事实孤儿，平时和姥姥一起
生活。他家虽然简陋，但一面
墙上贴满了从小到大的奖状，
孩子的上进心让我们特别感
动。”兴城市政协委员、市真
爱助学协会会长李刚说，每次
走访困难学子的路上，总能收
获很多，也更坚定了他们继续
走下去的决心。

“当天就把这学期的补贴
交到了孩子手里，希望能给他
追梦路上带来更多的鼓励。”
李刚告诉记者，带领更多人走
上真爱助学路，源于自己多年
志愿者经历中的所见所闻。

“2008 年我申请加入了当
地一个志愿者组织。在志愿服
务过程中，看到过很多成长经
历比较坎坷的孩子，虽然中小
学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不需要
学费，但他们仍需要很多生活
上的帮助，更需要精神上的鼓
励与慰藉。”李刚说。

2015 年，李刚和几位志
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兴城
市真爱助学协会，“我们希望
用真心和爱心成就更多孩子的
梦想。”

9年时间，3200多天，无
论酷暑还是严冬，李刚和志愿
者的脚步踏遍了兴城的山山水
水。如今，协会已经发展至
10 个分队、数千位志愿者。
多年来，先后资助困境家庭学
生200余人。

“人数虽然不多，但在资
助每个孩子前，我们都会多次
家访。”李刚说，“除了物质上
的帮扶，志愿者们会定期上门
陪孩子聊天、做家务、做作
业，真正做到持续性帮扶。”

谈及这些年来让他印象深
刻 的 受 助 学 生 ， 李 刚 如 数
家珍。

家住白塔乡上长茂村榆树
沟屯的小慧 （化名） 身患残
疾，生活无法自理。虽然家庭
困难、身体不便，她却以优异
的 成 绩 考 上 了 兴 城 市 重 点
高中。

“我到现在还记得她渴望

上学的眼神。”李刚与学校多
次进行沟通，“小慧在高中期
间，学校给予了最大的方便，
比如把教室设在一楼，专门安
排寝室让家人陪读。老师、同
学们对她也很照顾，比起刚认
识时，她现在开朗了不少。”

家住围屏乡的芷慰 （化
名） 一直由年迈多病的奶奶抚
养。“除了学习，家里大大小
小的事也都靠芷慰一个人撑
着。”志愿者的到来，不仅给
了她资金上的帮扶，也常会帮
她去做些家务、照顾奶奶。去
年，芷慰高分考取了当地的重
点高中。

“我们最初成立协会时规
定，只资助孩子到大学。孩子
有能力赚取生活费后，我们的
帮扶就结束了。”但凡事都有
例外，有几个孩子，李刚在争
得协会同意后一直资助到了大
学毕业。

“有个孩子一直和重病的
父亲相依为命，孩子很懂事，
上了大学后就开始兼职为父亲
看病，但也是杯水车薪。有一
年春节我们过去看他，大年初
一中午就啃一个白馒头。”李
刚哽咽地说：“助学不能半途
而废，我们帮助的每一个孩
子，都要负责帮到底。”

“助学路上，孩子们家里
会有各种事情需要帮助，比
如修房子、带年迈的照顾者
看病、调解家庭矛盾等，这
些年来，我们志愿者做过不
少类似的事情，但从没有一
个人喊过苦和累。”李刚说，

“一个人能做的事太有限，一
个好的团队才能走得更远，
志愿者们都是团队不可或缺
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说不完
的助学故事。”

“9 年来我们有 68 个孩子
考上了大学，25 人已经迈入
社会，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更让李刚欣慰的是，助学路上
出现了越来越多熟悉的身影。

“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中现在有
9名是曾经的受助学生，还有
很多学生在接受我们的帮助后
表达了想要继续帮助他人的愿
望。”李刚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公
益助学也是我履职尽责的一个
落脚点，我相信今后一定会开
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李
刚说，“作为社会公益组织的
负责人，我希望未来在更多场
合讲好公益助学故事，影响更
多政协委员一起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用爱播撒更多孩子梦想
的种子，同时汇聚社会各界力
量，助力乡村振兴。”

用爱播撒梦想的种子
——一位基层政协委员的9年爱心助学路

本报记者 郭帅

本报讯 （记者 范文杰）
为让困境儿童获得更多关爱，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政协
日前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围绕

“关爱困境儿童 助力健康成
长”工作开展界别协商活动。

委员们先后来到裕民街道
南苑社区、小坝镇林皋村未成
年人保护站以及困境儿童家
中，了解困境儿童在医疗康
复、心理疏导、控辍保学、兜
底保障、关心关爱等保障工作
机制落实情况。

青铜峡市现有困境儿童
193 名，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
作站9个、村 （居） 儿童主任
109 人，“爱心妈妈”286 人，
实现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全覆
盖。2023 年，共发放孤儿养
育津贴 202.8 万元，开展困境
儿童政策宣传、健康筛查、康
复治疗等关爱活动，为困境儿
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通过调研走访，委员们发
现，目前，青铜峡市还存在困
境儿童认定标准不统一、统计
数据不一致；后期治疗费用负
担重，医疗保障不能满足实际
需要；各中小学无障碍环境建
设尚不完善，无法满足残疾儿
童需要；困境儿童信息更新不
及时等问题。

为此，委员们建议，由民政
部门牵头，对青铜峡市困境儿童
数据进行比对、核查，民政、妇
联、残联等部门要加强职能职责
整合，统一使用帮扶救助物资。
同时，要落实监护人家庭教育职
责，加强村（社区）儿童主任队伍
建设，强化基层服务力量。

委员们一致表示，通过此
次活动更加了解了青铜峡市困
境儿童救助保护各项工作，未
来会继续关注该群体，把暖心
服务送进更多困境儿童心坎
上，助力他们健康成长。

宁夏青铜峡市政协委员：

把暖心服务送进困境儿童心坎上

赖家益和学生们在田野中

李麟青委员实地演示无障碍地图的具体操作方法李麟青委员实地演示无障碍地图的具体操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