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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40 年前的一个善意之举，她倾尽了毕生的爱，用柔弱的
肩膀撑起了一个智障弃婴的幸福人生。她叫吴果英，江西省丰
城市洛市镇东安村一位普通的七旬老人。

1977 年的一天，一个孩子刚出生，生母就因难产去世了，

生父将其遗弃在当地的卫生院。在医院办事的吴果英见孩子
可怜，就把他抱回了家，给孩子起名叫范百孙。当孩子养到五
六岁时，大家发现他连穿衣吃饭都教不会，去医院检查发现范
百孙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

“你家这么穷，以后多个人吃饭，不做事的，日子怎么过？”
亲戚邻舍都劝吴果英把这孩子送走。

“不能丢人家，要看得起，要看得重。”吴果英坚持把孩子
留下来。

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吴果英就起床砍柴，做饭，帮范百孙
穿衣服。儿子大小便拉在身上，她就帮他擦洗身子、换洗衣服。

吴果英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赚钱养家，摘茶叶、砍毛竹
都是一把好手。每次外出干活，她都会把范百孙带在身边。

有一次，吴果英带着范百孙上山砍毛竹，一回身发现已不
见范百孙的人影。回到村子，她找遍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还
是没有下落。眼看天色越来越晚，她就哭着求邻居帮她找儿
子。邻居们打着手电筒上山去找。直到凌晨，才在一棵树下找

到范百孙。吴果英看到蜷缩在树下瑟瑟发抖的儿子，冲上前
去，一把抱住，号啕大哭。

40 年过去了，吴果英和她形影不离的儿子在这个群
山环绕的小山村里平静地生活着。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
笑容时常挂在吴果英的脸上。当地政府也给他们办了低
保，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前来慰问。提起吴果英，村
里的乡亲们都会竖起大拇指，称她为“最美养母”，可吴果
英只是笑着说：“拜菩萨不如多行善，我捡回家的，就是我
的崽！”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影报道

“我捡回家的，就是我的崽！”

每周影像

▲吴果英在给范百孙擦背(4 月 18 日摄)。

▲吴果英把一块腊肉夹到范百孙的碗里(4 月 18 日摄)。

▲吴果英在教范百孙砍毛竹(4 月 18 日摄)。

“你问我现在有啥困难呀，其实，挺多的。但我不怕，世
界上还是热心人多，眼前是黑暗，心里可亮着呢！”陈思颖微
笑着说道。 1988 年出生的陈思颖来自上海一个普通家庭， 16
岁就完全看不见世界的她早早自立。大学毕业后，她一直努力
自学，让自己不落人后。但视障带来的困难，让陈思颖吃尽了
苦头。

“现在我成为上海‘黑暗中对话’公益企业内的一名实习
视障培训师。我会把我的技能和生活经验免费传授给更多的视
障者，让他们自立自强。”陈思颖告诉记者，“现在的科技发

展迅速，部分已经给视障者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比如支付宝、滴滴出行等。我会经常和小伙伴们交流使用心
得，少走弯路。”

现在的陈思颖能够独自乘坐地铁去世纪公园跑步，有时
也会一个人去图书馆读书充电。“其实我的生活是明亮的，

对社会的信任和自信让我独立完成了很多事情，下一步期望
能帮助更多的视障者走向‘光明’，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世界
是可以被‘点亮’的。”陈思颖说。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影报道

“自信让生活明亮”
记视障女孩陈思颖的一天

 5 月 20 日，在上海市徐汇滨江，陈思颖（前右）在与同事
练习使用牵引绳上下阶梯。

 5 月 20 日，在上海“黑暗中对话”体验馆内，陈思
颖（右二）在与同事交谈。

▲ 5 月 20 日，在上海市黄陂南路上的一家早点店前，陈思
颖在购买早点。

吴吴果果英英((左左))挽挽着着范范百百孙孙在在房房前前合合影影((44 月月 1188 日日摄摄))。。

▲ 5 月 20 日，在上海市江滨路附近，陈思颖在借助手机
的读屏功能充话费。

55 月月 2200 日日，，在在上上海海地地铁铁十十号号线线新新天天地地站站内内，，陈陈
思思颖颖在在等等待待列列车车到到站站。。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