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浩荡
之景，用来形容故乡松湖一点都不为过。水
成了这里无处不在的标记。对于水的亲近，
总能唤起我一段亲切的回忆。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新建区松湖镇潢坊
村。从我记事起，那里的乡亲们常年都是靠
着一只小木船过河，那条河叫锦江。在松湖
南湾村有一个渡口，在潢坊新屋村有一个渡
口，在义渡村也有一个渡口，这3个渡口的摆
渡人靠着村里记工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每年夏秋多雨季节，水位上涨，下泄受阻，洪
涝灾害一直成为两岸群众的一大心腹之患。
遇到洪水肆无忌惮时，河面长有几千米，宽有
几千米，方圆十多平方公里的房子都被淹没。

家乡是个傍水的大村，700 至 800 余人，
我总爱站在堤岸上，痴痴望着那条绕村而过
的锦江河。也经常怀念起那些让我们走向外
面世界的人生向导——摆渡人。潢坊新屋村

的摆渡人名叫吴永亨，是一个只有一条腿、60
多岁的老人。南湾村摆渡人姓夏，义渡摆渡
人姓喻，我今天还记忆犹新。我小时候坐得
最多的是吴永亨老人的船，对他比较了解。
他年少时得了骨髓炎，新中国刚解放时医疗
技术落后，造成了左腿截肢，村里乡亲们看他
身体消瘦，又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就安排
他在这锦江边从事行船的活计。他为人忠厚
老实勤快，在这江上一待就是50余年。

摆渡人是很辛苦的，吴永亨老人不管刮
风下雨，每天来回地划着小船，靠着一条腿，
两只手将乡亲们迎来送往。雨天戴着斗笠，
穿着蓑衣，夏天戴着草帽，打着光背。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几十年下来他摇烂了10余条
船，几百把桨。每天三顿饭由妻子或小孩送
到船上吃，有时凌晨一两点钟时，有人将熟睡
的他叫醒让他送到河对岸去。看到贫寒的
人，没有钱他也送，那个时代，每人坐船只需
一二分钱，他在队里一年也只能挣几十个工
份，不到几百元钱用以养家糊口。乡亲们从
他身上看到了一种身残志坚、默默无闻的奉
献精神。至今乡亲们讲到吴永亨时，都夸他
是个好人。靠摆渡，他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
敬佩和赞誉！

我17岁从军，25年后回到省城南昌，退
休后常回故乡走走看看，看到乡亲们，格外的

亲切。有次回老家时碰到吴永亨老爷爷的小
儿子，他告诉我，方圆几十里坐过他父亲船的
人有数万人之多，他的父亲身残志不残，他的
精神激励影响着子孙后代。他两兄弟自食其
力盖起了两层的楼房，孙辈们也逐渐成家立
业，全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故乡水纯净透澈，故乡人硬朗坚韧。古
老的锦江水一直不声不响地流转，过河的小
木船，现已被符家桥、枥木新桥、新松湖大桥
和义渡大桥所替代。现在，锦江河也已告别
了水患，到处都是山野甜美的景象，锦江边也
打造了景观护栏，一湾江水旖旎，纯净透明。
临江一隅，松湖新镇巍然屹立，让人不由感叹
故乡变化真大。路拓宽了、景观更多了、游玩
内容更丰富了；松湖古镇的亭台旁，偌大的休
闲广场，跳广场舞的人越来越多，歌声悠悠飘
进锦江……

（吴凡云）

乡村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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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以痛吻我 我要报之以歌
——残疾青年崔学军奏响生活的强音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在江西省鹰潭市塘湾镇，有一个颇有名气的“佳欣毛绒加工
厂”，它生产的玩具、头饰，在电商平台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
鲜为人知的是，这家经营得红红火火的工厂，老板崔学军却是一个
饱经磨难的残疾青年。

崔学军1981年出生在塘湾镇一个偏远
落后的山村，周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小
儿麻痹症使他落下了左下肢的终身残疾。
14岁那年,年仅 34岁的母亲又罹患癌症离
开了人世。作为家中老大的他,初中毕业
后不得不中断求学的梦想,转而去学裁
缝。一年后,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踏上了
去城市打工的列车。由于会裁缝手艺，有
制衣厂破例招收了他，于是在这一行一干
就是十多年。义乌、杭州、石狮等地制衣厂
都留下了他打工的足迹。2005 年他结婚
了,次年生了儿子，虽然日子不很富裕，但
也温馨甜蜜。谁知,命运再次给他以重击，

儿子被查出患有先天性神经性耳聋。这件
事对崔学军来说仿佛晴天霹雳，为了给孩
子看病，他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2011
年，为了能够更多地照顾患病的儿子，他辞
去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塘湾镇上开了一
间裁缝店，但生意并不好。不久，生活又跟
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当时的妻子在为
他生下一个女儿后，借口外出打工，便一去
不复返，最终只等来一纸离婚起诉书。“当
时，真的有一种无路可走的感觉，但是我又
不甘心，我还年轻，还有奋斗的机会，两个
孩子都要我抚养，我必须振作，不能消沉。”
回忆起这些往事，崔学军泪光闪烁。

身残志坚

好在，生活并不只有风雨，也有阳光。
让崔学军一家摆脱困境的是党和国家的
好政策。2016年，塘湾镇的扶贫干部在走
访调研时，了解到他家的困难，将他家列
入了镇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并为他落实
了国家扶贫政策，使他的生活有了基本保
障。这一举措温暖了崔学军的心，也进一
步坚定了他重新奋斗、开拓人生的信心。
2017年初,在扶贫干部的“牵线搭桥”之下，
崔学军参加了贵溪市扶贫办和就业局组
织的赴义乌来料加工经纪人培训班。就
是这次赴义乌接受的培训，让崔学军开拓
了视野，学会了商业思维。培训班结束后,
他就想到要办一个加工厂，把镇里的留守
妇女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用起来，在当地进
行加工生产,发货到义乌去销售，这样不仅
可以为自己找到一条脱贫之路,还可以带
动很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当时我是反
反复复地把这个办厂计划想了又想，觉得
真的是可行，也对技术层面有一定的把
握。”崔学军憨厚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
笑容，“虽然我也知道自己一没资金，二没
经验，工厂能不能办得起来，心里还真没
数。但是，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就不信，
霉运会跟我一世。”

带着心中的创业计划，崔学军到扶贫
办和有关政府部门去寻求支持，没想到获
得了一致的肯定。很快，贵溪市扶贫办和
塘湾镇政府就免费为崔学军在镇上的农
民工创业一条街，提供了 6 个店面共 1600
平方米作为厂房,办起了用他女儿名字命

名的佳欣毛绒玩具加工厂，还给予水电费
减半收取的优惠。“我们发现有不少因残
疾而贫困的人员，除了政府的扶贫资金兜
底，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之外，我们还希
望能够搭起产业扶贫的桥梁，有了产业，
能够让贫困人口就业，脱贫就更有保障、
更稳定，崔学军的想法与我们的想法一拍
即合。”贵溪市扶贫办主任朱加太对记者
表示。

刚建厂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招工，村
里的劳动力大多都是在外地打工,崔学军
就利用春节务工人员返乡的机会,一家一
户上门招聘,并承诺支付与在外打工同等
的收入。在他的努力下,厂子一下就招收
了十多名熟练缝纫女工。招来的残疾员
工或贫困员工，崔学军还会多付一些工资
给他们。现在，崔学军的工厂有残疾员工
45 人，贫困员工 36 人，崔学军不仅是他们
的老板,还是他们的好兄弟,在工作和生活
上照顾关心他们,逢年过节都给他们发放
礼品。

天道酬勤，崔学军的工厂逐渐壮大，由刚
建厂时的20余人发展到三个厂区500多人,
年创利税 20余万元,年生产软性毛绒玩具
400多万打。2017年，崔学军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并在乡亲们的推荐下，担任
了村理事长。他带头捐款修路，得到了村
民们的一致称赞。崔学军终于摆脱了“霉
运”，不但创业有成果，还找到了新的人生
伴侣。“人生第五喜，脱贫又脱单！”乡亲们开
他的玩笑，但都真心替他高兴。

人间有爱
通过多年的人生磨练, 崔学军深刻地体会

到仅凭自己一己之力，是绝不可能把事业做得
这么成功的。他常常说，“我创业的信心,来自
于各级领导的关心和鼓励!我创业的成功,来自
于各级扶贫部门的大力扶持!”富起来之后的崔
学军，时时刻刻怀着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心，
时时刻刻想着如何更好地回馈社会。2020年1
月,正值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崔学军听说受
疫情影响，塘湾镇白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新
有因腿脚不便，家中生活物资出现部分短缺的
情况后,立刻第一时间给李新有家送去大米、食
用油和面条。当天,崔学军还带着水果等物资
慰问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值守人员;在口罩十分
短缺的情况下,他还和妻子将 50 余个口罩和
2000 元现金当场捐给塘湾镇疫情防控指挥
部。“虽然党组织还没有批准我的入党申请，但
是我要以党员的标准来鞭策自己，”崔学军说，

“看到那么多的党员同志为了防疫大局，牺牲

小我，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
受到国外疫情影响，崔学军的玩具厂订单

也一度减少了，他立刻分析市场形势，重新开
拓国内市场，减少一部分玩具生产，改为加工
头饰部件，一举扭转了订单下滑的态势，现在
崔学军的工厂生产的头饰部件非常受下游厂
商的欢迎，“打开手机电商软件，里面 70%以上
的头饰商品都是用我们工厂加工的部件。”崔
学军满怀豪情地说，“现在疫情对我工厂的影
响已经减弱，我们市里的扶贫部门、工信部门、
商务部门、残联等都会来跟我工厂对接服务，
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
的加工厂、扶贫车间、助残车间，一定可以越做
越大，越做越好！”

2019 年，崔学军获得了江西省脱贫攻坚奖
奋进奖和“全省自强模范”荣誉称号，并受到了
省领导的接见，这让崔学军奋斗的信心更足
了。

感恩奋进

如今，崔学军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崔学军表示，自己作为一个曾经贫
困的残疾人，非常懂得人在逆境中时的种种
酸甜苦辣，“作为我来说，不幸中又幸运的，是
碰到这么多人无私地帮我。现在我看到我厂
里的残疾员工、贫困员工，就会看到我自己以
前的影子，真的觉得帮助他们，就是在帮助以
前的自己。”崔学军说道，“弱势人群不仅需要
物质上的帮助，还非常需要精神上的关爱，需
要尊重。从我自己来说，我希望我们的小康

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也是精神上的富
足，希望全社会都营造一种关爱弱势群体的
氛围，关爱残疾人、关爱贫困户、关爱留守妇
女和老年人，想他们所想，为他们解决问题，
帮他们树立信心，让他们感受到温暖。我觉
得小康的社会一定是充满爱心的社会。”崔
学军说，“以前我读到过一句话，‘生活以痛吻
我，我要报之以歌’，我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
人，也希望每个遇到困难的人都能够奏响生活
的强音。” （记者储符玲 文/图）

精神富足

崔学军在车间指导生产崔学军在车间指导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