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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棘的姐姐徐敏：

摇着轮椅 一路生花

○忽 艳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

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花季的年龄，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让一个前程似锦的女孩腰部以下

瘫痪！恐惧、抱怨、绝望都有过，但她最终凭借着对梦想的渴望和强大的信念咬牙撑了过来。

轮椅上的人将躯干给了病魔，却把灵魂留给了生活。重启人生的她不仅开办了一家服装

厂，招收了20多个残障人士，同时还长期助残助困。她用自己的爱，组建了一个残障人

的大家庭，娇弱的身体下掩藏的，是一颗坚韧不屈的心，她就是“滁州好人”徐敏。历经

无数磨难、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她最终活出了无数女人心中最美的样子。

在“国际助残日”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向徐敏致敬，向所有身残志坚、踔厉

奋发的人们致敬！

永不言弃 人生重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正是有了它，

才能充满希望，飞向远方。”正如徐敏所说，身体的残缺，环

境的艰苦，都不是人生成败的决定因素。因为任何有形的

力量都囚禁不了心灵，束缚不了梦想。心灵与梦想，是每个

人与生俱来的隐形翅膀，只有勇于展开它们的人，才会飞起

来，超越一切，抵达你想要的人生彼岸。

时间回到1983年那个不堪回首的日子，年仅17岁的徐

敏患上结核性脑炎，由于家住农村，治疗不及时，留下了双

腿残疾的后遗症。这对于一个生性活泼、性格外向的女孩

来说，无异于毁灭性的打击。“在医院的那段时间，经常感到

绝望。有时想从窗户跳下去，但就连这个想法也无法实现，

因为腰部以下失去了知觉。”说起过往，徐敏仍有诸多感慨：

“那年是初三下学期，原本该是人生最美的年华，却是我人

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从此，她告别了学校，也告别了快乐。当时家中生活极

为困难，身为6个孩子中的老大，她不但帮不了父母，还成为

了家里的负担。无奈之下，父母只能将她送到乡下，和爷爷

奶奶一起生活。

“因下半身瘫痪，只能躺在床上，不得不面对诸多尴尬

的问题。当时用尿不湿很奢侈，只能用草木灰装在布袋里

替代尿布。草木灰含碱，被液体浸湿后会变得很硬且烧皮

肤，又不可能及时更换，由于长时间的灼烧，以至于到现在

还有几处皮肤留有烧伤的疤痕。那种感觉真是太难受了，

那段日子也太艰难了。”徐敏沉浸在回忆中，继续说道，“躺

在床上极度痛苦时，幸好有广播和报纸的陪伴。当时女排

那种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刻苦钻研、勇攀高峰的精神给了

我极大的勇气和力量。她们那种永不言弃的精神远比‘五

连冠’更加鼓舞人心。郎平、孙晋芳就是我的偶像。”

不甘心就这样消耗生命的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

生。“你要接受这个世界总有突如其来的失去，当什么都于

事无补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她觉

得不能再这样消耗生命，得做点什么。想到自己一直喜欢

编织，现在虽然躺在床上，双手不是还能用吗？不能坐起

来，躺着也行！于是她用仅能活动的上半身开始尝试着给

自己织了第一件作品——一件镂空的毛线背心。

“当背心织好后，那种成就感让我兴奋了好多天。事实

证明，我不是个废人，还能创造价值。”此后，她便开始潜心

钻研编织技术，还托人从县城买来相关的书籍看。随着技

艺的提高和消息的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找上门，不是请她帮

忙编织，就是拜师学艺，而这也给她打开了另一扇门。

更让她惊喜的是，经过当地一个老村医长达两年的针

灸，自己竟然可以下床了！虽然仍需要依附拐杖，但终于可

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这让她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努力学习 勇毅前行

生活不会施舍软弱者，只会为坚强者让路。1985年，在

定远县残联、妇联等相关单位的帮助下，徐敏获得了去服装

厂培训的机会，她特别珍惜。为了不耽误学习，每天早上8

点上课，她6点就起床，拄着拐杖赶到三楼的教室。虽然是

秋天，但每次到教室，她的衣服都会被汗水浸湿。为避免上

厕所的麻烦，她刻意不喝水，即便口渴难耐，也强忍着咽口

唾液，舔舔干裂的嘴唇。下课后，等同学们都走了，她将老

师所教的知识全部复习一遍后才离开。

学习期间，有一天不小心从台阶上摔下来，那段时间，

她只能坐轮椅，但是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硬是坚持一节课都

没落下。“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培训期间，不仅掌握了

一项全新的技能，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同时也让我的体质得

到了锻炼和加强。正是那段时间的磨炼，让我后来很长一

段时间彻底离开了拐杖。”徐敏欣慰地说道，“虽然不能和正

常人一样自如行走，但至少不用再依附拐杖了。”

1986年，带着掌握的新技术，徐敏开始在乡下及周边县

城做起了缝纫培训老师。“理论加实践的培训，使我的技术

不断提高，因为要面对实际中的许多问题，既有对所学知识

的回顾、复习，也有对新技能的创新。”这种情况一直维持了

4年。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学习这项技能的人越

来越少，她的培训班也就不再举办了。随后，她在县城开了

一家小型服装缝纫店兼服装批发，靠手艺养活自己并供养

弟妹上学。

前路坎坷 温暖相伴

或许是老天想考验这个弱小女人对灾难的承受程度，

1991年，徐敏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第二年有了孩子。只是令

她没想到的是，原本该是幸福美满的婚姻，磕磕绊绊19年后

戛然而止。这场失败的婚姻让她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

害，直接导致日后彻底坐上了轮椅。2016年，对徐敏来说，

注定是难忘的一年。由于失败婚姻的波及，徐敏遭受到意

外伤害，虽说当晚就被送到了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救治，但

还是难逃彻底瘫痪的厄运。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徐敏带着自己的残疾

人朋友在家里办起了一个简陋的手工拖鞋编织加工厂。她

负责在网上选购原材料、设计鞋款，并教会了他们编织的方

法。徐敏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自传，并在QQ空间中发表。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看到后转发了她的文章，并给了

她许多鼓励。备受鼓舞的徐敏通过网络，认识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朋友，并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回报社

会。她第一次感觉到网络的力量，第一次感觉到来自“大家

庭”的温暖。“在我刚出院的那几年，张海迪的事迹给了我信

心和勇气，也成了我重启人生的动力。”

定远县残联、妇联、民政局等相关领导得知情况，安排

心理专家对徐敏进行疏导教育，并安排她外出学习手工编

织技术，勤学好问的她加上之前就有一定的基础，很快就掌

握了多种编制技术。

随后她就开始实施自己的帮扶计划，希望帮助更多残

障人就业，让他们自食其力。在县残联、妇联和社会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徐敏首先在县里办起了残障人手工编织工艺

学习班。自2016年迄今，每年至少举办四期，每期有近百人

参加学习。除此之外，徐敏还应邀请到合肥、亳州等地举办

编织培训班，总计培训可以上岗的残障人士有1千多人。

“3月19日，我应‘中国好人’宋国强的邀请，去合肥为

残疾朋友免费培训手工编织，十天时间培训了近百名学

员。在这段时间里，想尽我所能帮助残疾朋友的想法更加

坚定，向‘好人’学习、以‘好人’为榜样，是我此后一直在践

行的初心使命。”同年5月，徐敏组建了定远残障人服务中

心。自从有了这个服务中心，她便积极通过微信群、QQ群

联系诸多爱心人士共同投入到扶残助残的行动中来。2016

年12月3日，以“世界助残日”为契机，徐敏和她的团队举办

了首届“暖冬行动——大型残障人士手工编织品义卖会”，

将义卖所得5千多元，现场一次性捐助给了一个夫妻双残的

家庭。此后每年5月助残日的两期义卖活动便成为一种常

态，延续至今。

2017年，徐敏用自己多年的积蓄投资成立了一家服装

公司。为解决残障人就业和养老等生活问题，公司除了几

个管理和技术骨干外，专门接收残障人就业，给他们提供了

学习、实习、就业机会。一部分人由于残障程度比较深，无

法找到工作，徐敏就把他们留在公司，给他们购买“五险”。

目前，服装公司固定的残障工作人员有20多人。“虽然公司

这两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我还在艰难地维持着，一旦公

司倒了，这些员工又将被抛向社会，只是不知道我还能撑多

久。”徐敏说。

不忘初心 回报社会

千帆过尽，徐敏深深体会到，残障群体更需要社会的关

爱和家庭的温暖。基于这一点，她把公司里残障程度较深

的人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残障人家庭——“暖暖的家”，徐

敏就是这个家的家长。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是你们的亲

人，你们也是我的亲人。”

小杨是个智障女孩，发病时乱摔东西，经过徐敏的耐心

教育，她渐渐地知道爱惜物品，也知道关心他人。小黄是个

抑郁症患者，家长刚送来时，他不愿与任何人说话，通过

“暖暖的家”的环境教育、参加劳动和文化娱乐活动，他的性

格逐渐开朗。半年后，他的抑郁症明显好转。小黄说，徐阿

姨就是他的妈妈，“暖暖的家”里的人永远是他的亲人……

徐敏把爱献给了“暖暖的家”，她把这里所有人都视为自己

的孩子和亲人。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措手不及。得知医疗系

统紧缺防疫物资，具备生产与销售资格的徐敏，大年初三就

动员大家上班，并在第一时间把连夜赶制出的数万元防护

服、医用口罩和防护鞋套，赠送给一线防疫工作人员。据了

解，徐敏在2020年向社会捐献口罩30多万只，防护服800多

套，市值近百万元。因此，“徐敏家庭”被安徽省妇女联合会

授予“抗疫最美家庭”称号。

今年3月28日，上海疫情牵动国人的心，得知情况的徐

敏发出《勠力同心一起守“沪”——支援上海抗疫倡议书》，

得到定远企业界、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4月8日

下午，一批20吨的时鲜蔬菜及疫情防控物资，从定远县装

车，星夜奔袭，送达上海滩。此次活动中，定远县阳光残障

人服务中心不仅组织志愿者参与援沪物资装运，同时还捐

赠了4吨莲藕、土豆、萝卜等生活物资。

“这些年，我一直在坚持初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

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分不开。当地政府为扶持我，减免

了公司的税收。今年春节前，县领导来慰问时，得知我一直

想拥有自己的厂房后（现在的厂房已经历两次搬迁，都是租

的），仅用3个月时间，就解决了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徐

敏开心地说，目前新厂房已交付，后续工作正在进行中。另

外，她说自己最近正在考虑遗体捐赠，想把公益事业延续到

生命结束。

“我们企业眼下尤其缺乏技术性人才，服装行业经过这

些年的发展，很多环节都由机器代替，因而对人的技术要求

有所提高。所以我希望能与相关单位合作，在当地建立一

个服装行业人才培训基地。”徐敏说，这是她眼下最大的心

愿，“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

益’。我国残疾人有8500多万人。对于残疾人来说，就业是

他们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个轮椅上的弱女子，用她瘦弱的肩膀，挑起助残助困

的爱心事业，用她残缺的身躯撑起一片爱的天空，在轮椅上

谱写出了人生的精彩篇章。

徐敏在定远特殊教育学校教孩子们做手工

助残日徐敏指导学员做手工助残日徐敏指导学员做手工

驰援上海装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