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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國自強模範暨助殘先進表彰大會16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在第三十五個全國助殘日到來之際，代表
黨中央，向受表彰的全國自強模範和殘疾人工作先進集體、先進個人表示祝賀，向全
國廣大殘疾人及其親屬、殘疾人工作者致以問候。希望廣大殘疾人從自強模範身上汲
取精神力量，勇敢克服困難挑戰，積極追求人生夢想，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
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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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信自己，做勇敢追夢人」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鍾偉畧

習近平：切實保障殘疾人平等權益
在第三十五個全國助殘日到來之際作出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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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臂醫生 單手撐起生命晴空
陳桂平（圖左）是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新

墟鎮新圩村的村醫。從1996年背起藥箱，陳桂
平騎壞了16輛自行車，騎行超過12萬公里，每
日穿梭在鄉間小路上行醫，今
年已經是第29個年頭。獨臂的
他不僅面對求學碰壁時並未放
棄學醫夢想，幾番堅持終於走
進衛校課堂。為了單臂打針難
題，陳桂平買來針頭和注射
器，一直反覆在自己的手臂、
臀部、腳背上練習，就連父母
和弟弟妹妹也成為他的陪練，
經過無數次的努力，他終於熟
練地掌握了單手打針換藥等各
種醫療技術。

當鄉親們說出 「小陳打針

打得一點都不痛啊」 ，陳桂平知道這份信任裏
藏着更多包容與鼓勵。憑藉醫術和醫德，陳桂
平贏得了鄉親們的信賴和尊敬。對待獨居的孤

寡老人，陳桂平堅持每周外出
義診。 「我對他們不需要記
錄，他們每一個人的病例我都
記在心中。」 多年來，陳桂平
風雨無阻地給幾十位獨居老人
送去了溫暖，守護着他們的健
康。

「這些年來，我進過百家
門，吃過百家飯，腦海裏已經
有2000多個活病歷本。」 陳
桂平說，希望越來越多的年輕
人加入村醫的隊伍，共同守護
鄉村百姓的安康。

鋼腿女孩 用微笑傳遞正能量
「很激動也感覺到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被稱為 「鋼腿女孩」 的汶川地震倖存者牛鈺
（圖）獲頒 「全國自強模範」 稱號後告訴記
者，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夠激勵
更多殘障人士，讓年輕朋友們
少一些焦慮、正視內耗。

17年前，在汶川大地震廢
墟中捱過三天的牛鈺奇跡生
還，代價是永遠失去右腿。此
後，牛鈺經歷了30多次手術，
一次次傷痛中醒來，這個穿着
假肢的不服輸女孩開始帶着微
笑重新出發。過去五年牛鈺多
次參加馬拉松，今年5月11
日，她又一次回到汶川參加馬
拉松。當奔跑在賽道，在陽光

中笑着揮手，她希望人們記住自己的堅強和樂
觀，也期待鼓勵更多保障人士走向自己的康莊
大道。出書、擔任博主、做志願者，這些年牛

鈺一直在不懈地豐富人生厚
度，努力在生活中尋找快樂。

「經歷過汶川地震，我始
終有一個信念──活在當下非
常重要，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把
當下每一步走好」 ，牛鈺說每
天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都會收
到上千條私信留言， 「每個人
的人生和經歷都是不同的，就
像事情都有正反面，要先成為
自己。被愛包圍長大的我希望
將愛和正能量傳遞給更多的
人。」

指尖飛人 強技能突破人生極限輪椅箭神 讓夢想在國旗下閃耀

從自強模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

來自浙江省平湖市的陳良傑（圖），1歲
時確診先天性聽力殘疾。

雖然一直生活在無聲世界，但他一直緊抱
「要和健全人一樣生活」 的信
念，選擇了走進普通學校學
習。作為聽力殘疾人，他必須
目不轉睛地盯着老師的口型，
通過讀唇語 「猜」 老師在講些
什麼，下課後再追着老師請
教。 「這段求學經歷，造就了
我不輕易放棄的性格，過程雖
然辛苦，但跟上同齡人的步伐
讓我收穫滿滿自信。」 陳良傑
說。

2006年，陳良傑考入浙
江金融職業學院計算機專業，

「因為學計算機可以少說話多做事，成績全憑
一雙手」 。在校期間，他每天都在計算機房埋
頭苦練操作技能，特別是文字錄入，通過日復

一日地練習，同學們都叫他
「指尖飛人」 。2010年他首
次參加職業技能競賽，獲得了
職業生涯 「首金」 ，這份認可
點燃了他的鬥志，從2013年
到2017年，他先後斬獲多項
職業技能大賽冠軍。2023年
他一舉奪得在法國舉行的第
十屆國際殘疾人職業技能競
賽文本處理冠軍，實現計算
機技能大賽的 「全滿貫」 ，
更在世界殘疾人職業技能領
域樹立了新的標桿。

來自廣東東莞的輪椅射箭運動員陳敏儀
（圖）參加過2021年東京殘奧會、2024年巴
黎殘奧會，奪得4枚金牌，兩次打破殘奧會紀
錄。

2009年，她憑藉良好的
上肢條件入選了廣東省殘疾人
射箭隊，開啟了運動員生涯。
「剛入隊時，訓練特別難，拉
弓、瞄準、放下，這些基礎動
作每天要重複幾十甚至上百
次。」 陳敏儀說，每天訓練結
束後，手臂常常酸痛到抬不起
來，晚上疼得難以入睡， 「但
我每天想着一定要做出點成績
才算對得起自己，不知不覺就
熬過來了」 。

2011年第八屆全國殘運會上，首次參賽的
陳敏儀就奪得了4枚金牌，並打破全國紀錄。

「那是我第一次被大家看見，它就像一粒
火種，點燃了我心底更強烈的
渴望」 ，接下來陳敏儀將自己
的目標錨定奧運賽場。東京殘
奧會上，她一舉奪得射箭女子
W1級個人賽、射箭W1級混
合團體賽兩塊金牌。巴黎殘奧
會上，她和隊友們又拚下了兩
枚金牌。陳敏儀說，這一路走
來，有汗水、有傷痛、有坎
坷，但更多的是堅持、是努
力、是拚搏， 「榮譽對我來
說，不是終點，而是新征程的
起點。」

第七次全國自強模範暨助殘
先進表彰大會16日在京召開。大
會表彰了200名 「全國自強模

範」 ，200個 「全國殘疾人工作先進集體」 和
60名 「全國殘疾人工作先進個人」 。記者在
當日下午舉行的第七次全國自強模範暨助殘
先進個人事跡首場報告會現場看到了他們的
身影，聆聽分享自己不懈追夢的故事，他們
說 「一定要相信自己，做勇敢追夢人」 。

國際殘疾人職業技能競賽冠軍王俊、陳
良傑、巴黎殘奧會殘奧射箭冠軍陳敏儀、武
漢理工大學盲人博士研究生黃鶯、江西吉安
革命老區鄉村醫生陳桂平、江蘇東台特殊教
育教師李康、雲南民族服飾工藝品創業者此
路恆、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分局紅岩派出
所教導員何巧等8名全國自強模範和全國殘疾

人工作先進個人代表，以質樸的語言、真摯
的情感，生動講述了各自在不同領域拚搏奮
鬥、無私奉獻的感人故事。

他們有的在體育賽場為國爭光，有的在
技術創新中突破自我，有的在特教崗位默默
耕耘，有的在學術領域勇攀高峰，有的扎根
農村帶領鄉親們增收致富，還有的在基層守
護聽障群眾的一方平安。這些動人事跡，不
僅展現了殘疾人自強不息的精神風貌，更折
射出社會文明進步的溫暖底色，贏得了現場
觀眾的陣陣掌聲。據了解，首場報告會後，
報告團成員將赴北京、天津、福建、湖南、
陝西、寧夏等6個省（區、市）開展巡迴宣
講，進一步發揮榮譽表彰的精神引領和典型
示範作用。

大公報記者馬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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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指出，
殘疾人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
要格外關心、格外關注的特殊困難群體。新征程
上，要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進一步完善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和關愛服務
體系，切實保障殘疾人平等權益，促進殘疾人事
業全面發展。

持續提升殘疾人公共服務質量
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殘

疾人工作，持續提升殘疾人公共服務質量，積極
營造全社會理解、尊重、關心、幫助殘疾人的良
好氛圍和環境。各級殘聯組織和廣大殘疾人工作
者要不斷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努力做殘疾人信
得過、靠得住的知心人、貼心人。希望廣大殘疾
人從自強模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勇敢克服困難
挑戰，積極追求人生夢想，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
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積極貢獻。

會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李強會見大會代表並同大家合影。

國務委員、國務院殘疾人工作委員會主任諶
貽琴參加會見並在大會上傳達習近平重要指示。
隨後，她在講話中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
示飽含深情、內涵豐富，對廣大殘疾人和殘疾人
工作者給予極大鼓舞和激勵。要牢記總書記囑
託，帶着感情、帶着責任，進一步加強殘疾人關
愛幫扶和權益保障，激勵殘疾人自強自立，動員
全社會扶殘助殘，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促進殘
疾人事業全面發展，團結帶領、支持幫助殘疾人
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大會表彰200名「全國自強模範」
大會表彰了200名 「全國自強模範」 、200

個 「全國殘疾人工作先進集體」 和60名 「全國
殘疾人工作先進個人」 。北京新生命養老助殘服
務中心主任唐占鑫、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殘聯理
事長馬廣步、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徐鵬等3名獲獎
代表分別在會上發言。

張慶偉、何報翔和張升民參加會見並出席大
會，吳政隆參加會見。

全 國 自 強 模 範 典 型 事 跡

▲▶5月16日，第七次全國自強模範暨助殘先進表彰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表彰了200名「全國自
強模範」、200個「全國殘疾人工作先進集體」和60名「全國殘疾人工作先進個人」。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