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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张少湖爱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
眯成一条弯弯的缝。

49岁的张少湖，是黄骅市羊二庄回
族镇海丰镇村人。人们提起他时，总忍
不住一番怜惜——自幼残疾，无法从事
体力劳动，哥哥智力低下，父母又相继
病重过世……

但他没向命运低头，自学电器修理，
为无法独自出门的自己设计出行工具，并
在去年主动签下了器官捐献协议。

自学成才

儿时的张少湖没法单独出门，连学校
都去不了。但他不甘心做一只被禁锢的小
鸟，他渴望上学，渴望接触社会，于是就
让当老师的父亲辅导自己。

张少湖对电路知识最感兴趣，买了许
多相关书籍。为了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
己的一技之长，家里那些废旧电器都变成
了他的实验品。

张少湖四肢残疾，像拧螺丝这些对常
人而言非常简单的活儿，在他这儿都格外
困难。每次拆装螺丝，张少湖都累得满头
大汗。好在他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儿：“既
然下定了决心，就得坚持下去，哪能刚一
起步就被困难吓住？”

几个月“漫长”学习，张少湖终于能
独立拆解家电了，他高兴极了。但他更明
白，这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
更多的挑战等着自己。

张少湖双手不太灵活，其中一只手还
明显外翻，光是学习熟练使用烙铁、扳
手、改锥这些常见工具，就花了很长时
间。这期间，手掌、手臂被烙铁烫伤多少
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很多时候，父母见张少湖艰难地与各
种工具“作斗争”，总免不了心疼地劝他
放弃，但从没成功过。

梦想之车

15岁时，张少湖就已经能帮街坊修
理家电了。

慢慢地，开始有人建议张少湖开一家
维修店。一直渴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
他，动了心。

但由于行动不便，起初，张少湖只能
在家里修家电，顾客并不多。他希望得到
更多人的认可，也渴望走出自家院子，去
接触社会。

可残疾的身躯，再一次成为阻碍他实
现梦想的拦路虎。

“就这样放弃吗？”张少湖一次次问自
己，又一次次给自己鼓劲儿，“双脚不能
走路，就自己造出一双‘脚’来！”

对于张少湖来说，市面上常见的三轮
车坐姿偏高，他也无法控制车把和刹车，
他决定为自己量身设计一辆车——一辆可
以帮助自己实现梦想的三轮车。

那段时间，张少湖几乎将所有闲暇时
间都用在了三轮车的设计上。他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反复修改设计图纸，有了灵
感就马上调整，就连吃饭也是如此。

经过一个多月反复打磨，张少湖终于
画好了图纸。他拿到镇里请工人制作，一
天、两天、三天……看着承载着自己汗水

与梦想的车子慢慢成形，张少湖高兴得彻
夜难眠。

为了练习骑车，张少湖更没少吃苦。
尽管坐椅已经设计得很低了，但他仍

需一点点地蹭上车，双手控制方向，双膝
控制刹车。每次练习之后，膝盖不是磨得
通红，就是破一层皮。“为了能够看看外
边的世界，吃再多苦也得咬牙坚持！”张
少湖说。

经过几个月反复练习，张少湖能娴熟
驾驶自己设计的“梦想之车”了，他终于
走出了院子。

从那以后，他每天骑着车走街串巷，
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维修达人。而随着家
用电器的日益普及，张少湖也迎来了事业
的春天，年收入万元有余。

回报社会

就在张少湖为幸福不懈努力的时候，
不幸再次降临到这个家庭。

2010年，张少湖的父亲被确诊患有
癌症；不久后，母亲患上了小脑萎缩；
再加上自幼智力低下的哥哥……张少湖
只能暂时放下工作，把更多精力投入到
家人身上，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再次拮
据起来。

在张少湖最窘迫的时候，镇政府为他
建档立卡、办理了低保，还为他提供了残
疾人信息录入员的岗位，村干部每月都来
探望。“那段时间，多亏了政府的帮助。”
张少湖说。

家电维修的生意不好做了，张少湖就
自学了电脑和修图，他买了一台打印机，
为周边学生们打印试卷、为村民修照片，
一年下来也有几千元的收入。

父母相继离世后，这些年，张少湖一
直与哥哥相依为命。

去年，张少湖主动签署了器官捐献协
议。谈及捐献初衷，他说：“是党和国家
的好政策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也希望
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们。”

如今，张少湖仍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
步。“今后，我会继续学习，不断丰富自
己的知识储备，希望能够为社会作贡
献。”对于未来，张少湖信心满满。

命运似乎对张少湖格外苛刻。他自幼残疾，无法独自外出，更

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哥哥智力低下，父母又相继病重过世……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摄影报道

前几天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浙江缙云
65 岁的“魔方奶奶”赵文英，顺利通过
了职业魔方B段考级，成为全球年龄最大
的 B 段魔方选手。同时，她还是全球 60
岁以上盲拧最快记录保持者。

据说，魔方 B 段的通过率只有 3%，
全国也只有900人通过了这项考试，消息
在网上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给这位奶奶点
赞。

玩魔方作为一项智力游戏 ，一直被
视为年轻人的专利。可偏偏赵文英退休后
就喜欢上了这个游戏，拜师学习、记笔
记、练习，赵文英着了魔一般。“魔方就
是我的梦想，它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我相
信，只要坚持下去，还会创造更多的纪
录。”赵文英说。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这几年，跟年龄有关的节目和影视

剧，层出不穷。《二十不惑》《三十而已》
《乘风破浪的姐姐》……人们越来越不被
年龄束缚。姐姐也好，奶奶也罢，她们都
用行动证明：只要有梦想，只要开始行

动，就有前进的力量。就如这位“魔方奶
奶”，不服输，有毅力，也开始了自己退
休后与众不同的生活。

想起前一段时间火爆网络的“励志
奶奶”，这位河南郑州的奶奶已经 96
岁了，却30年如一日，每天23时到第二
天 5 时在街头摆摊。对于人们的质疑，
奶奶说得很通透：“年纪大就不可以了
吗？有人愿意歇着，有人不愿意歇着。
人老了，也应该有个价值。”

这位奶奶，同样值得钦佩。按自己的
意愿生活，平凡的人生同样有滋有味。

努力追梦了不起，能按自己的意愿生
活同样令人钦佩。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想，有行动的勇气，不管是平凡的，还是
出类拔萃的，能让生活变得充实快乐，就
值得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书写
自己的故事和篇章。

责任编辑 张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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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对苦难笑对苦难 托起幸福托起幸福

人物简介：刘

春台，87岁，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省科技厅

农业处处长、副总

农艺师。

大学至今的

半个多世纪里，他

始终与棉花联系

在一起，在学校附

属农场当过技术

员，在省科技厅从

事农业科技管理，

退休后成为河间

市国欣农村技术

服务总会驻会顾

问，后被聘为中国

农技协棉委会、中

国棉花协会棉农

合作分会技术顾

问，足迹遍及8个

省（市）200多个县

上千个村子。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 苑立伟

手机、电脑、打印机，这是
刘春台离不开的三件宝。

这些年，他联系棉农、制作
植棉技术公益宣传册，全靠这三
件宝：“哪个撂挑子，工作都没
法干。”

87岁的刘春台，是一名普通
的老党员。他曾是省科技厅农业
处处长，退休后，再次回到棉
田、来到棉农身边，先后被聘为
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驻
会顾问，中国农技协棉委会、中
国棉花协会棉农合作分会技术顾
问，他把大半辈子时间都倾注在
了棉花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上，
为 8个省 （市） 200多个县上千
个村子的棉农提供技术帮助。

退休“再就业”

在一次采访中，刘春台被问
及对初心的理解，他给出了这样
的答案：

“青年时期，我就接触了马
列主义和党的思想理论，并深深
扎根心底。从那时起，为党的事
业献身就成了我的初心。这与我
后来对棉花的痴迷并不矛盾，搞
棉花种植、帮棉农增收就是我践
行初心的体现。”

刘春台出身书香门第，却在
田间地头和棉花打了半个多世纪
的交道。

刘春台读的是农业学校，在
校期间就参与学校农场的棉花管
理工作，毕业后在学校附属农场
当技术员，后来到省科技厅从事
农业科技管理，一直没有离开过
棉花。

1994年，刘春台离开工作岗
位，退了休，每天养养花、唱唱
戏，日子挺悠闲，可是，“总觉
得浑身有劲儿没处使，憋得慌。”

“搞农业的人，哪能离开土
地和农民呢？”2002年，68岁的
刘春台，找到河间市国欣农村技
术服务总会的负责人卢国欣，提
出了一个申请：“干部工作有退

休，党员服务无退休。我想去你
那工作，不要工资，只要能把这
点余热贡献给棉农就行！”

就这样，放弃了安逸的晚年
生活，退休党员刘春台“再就
业”了。

棉田里的诗与远方

从成为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
服务总会驻会顾问那天起，刘春
台绝大部分时间在服务“三农”
一线。他发现，农民种棉盲目性
大，再加上不了解、不会用新技
术，棉花产量和效益普遍较低。

为了帮棉农把产量和效益提
上去，刘春台把岁数抛到了脑
后，从早到晚蹲在棉田里想对
策。他创办吴桥棉花技术服务
站，通过进村讲课、现场指导、
信息咨询、交流研讨等方式，向
农民传播科学种棉知识——农忙
时到棉地进行技术指导，一块地
一块地看苗情、查虫害、找原
因，吃饭没正点，还要长途颠
簸、忍受酷暑；农闲时到植棉区
讲课培训——挨村给棉农讲课，
有时一天讲五六场，棉农们白天
干活，刘春台就晚上讲……

棉田和棉农，就是刘春台的
诗与远方。

他回家的次数很少，家人每
隔一段时间就来河间陪他住几
天。

卢国欣对老人家赞不绝口：
“他是 80多岁的年龄、50多岁的
身体、20多岁的激情。在棉花种
植技术推广和对棉农的技术指导
工作上，老人家以一当十。”

刘春台从不觉得到基层工作
生活屈尊低就。“这不是单向的
服务，我也从棉农那里、从实践
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服务能力和
成效也在不断提升。”刘春台将
此视为自己的巨大收获。

“党员服务无退休”

“作为一名老党员，在一线
服务棉农就是践行入党誓言。干
部工作有退休，党员服务无退
休。”这是刘春台常说的话。

刘春台对棉农的技术指导是
全天候的，除了实地访查，日常
则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
交流。有人为刘春台总结了一份

“成绩单”：10多年间，他平均每
年下乡服务都在 100天以上，足
迹遍及冀、鲁、津、晋、陕、
豫、苏、鄂八省市，直接受益的
棉农累计达10余万人次。

“这么坚持，不累吗？”很多
人这样问他。

“ 中 医 诊 断 靠 ‘ 望 、 闻 、
问、切’，棉田诊断靠‘望、
查、问、量’。”刘春台说，病虫
害都很隐蔽，要在暴发前及时发
现、控制。想要提出科学的管护
意见和建议，就必须在访查中看
清楚、查深入、问明白、量准
确。

更令人敬重的是，刘春台和
老伴儿已经作了公证，去世后将
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他还拿
出 10万元作为“特殊党费”，交
到了党支部。

“为新时代党的伟大事业继
续奋斗，是一个党员的责任所
在。”刘春台说。

刘春台总想着为棉农“再多
做点什么”，但这几年，刘春台
却不得不服老，“眼睛不行了，
走路也习惯弓着身子，就怕摔
跤。”

“想过何时‘退休’吗？”记
者问。

“我 1956年入党，心里一直
有团火在烧。就是不忘初心、积
极工作，我要把自己的光和热燃
到极致，不辜负党对我的教育培
养。”刘春台说。

打开化妆盒，19岁的大学生
王梓璇在镜子前坐了下来。几小
时后，她将变成游戏 《王者荣
耀》中虞姬的样子，这是她最喜
欢的游戏角色之一。

王梓璇是一名角色扮演爱好
者，旨在通过服装、道具、化
妆、行为、语言等方式模仿动漫
和游戏角色。在年轻人中间，这
种行为被称作Cosplay，从事这种
活动的人称自己为Coser。

“小时候，家里有台DVD机，
爸爸经常给我买动漫碟片看。”王

梓璇特别喜欢动漫，但成为Coser
是从去年开始的。

去年，同学带她去看了一场
漫展。在漫展上，她惊喜地发
现，原来还可以这样去喜欢一个
动漫人物：“我感觉好像找到了一
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所有角色中，《魔法少女樱》
里的小樱是王梓璇的最爱，她有6
套小樱的衣服。

在这个圈子里，很多人会
专程到北京去买布料，再到专
门的裁缝店去缝制衣服。造型

简单些的服装，手工费要三四
百元，复杂一些并带道具的则
会上千元。

“扮演某个角色的时候，我就
特别想成为自己扮演的那个角
色，哪怕它是个动物。”说话时，
王梓璇眼里闪烁着光芒。

这些年，随着国产动漫以及
国产游戏的发展，人们Cosplay的
对象不再只是国外动漫或游戏中
的角色。

“ 很 多 明 星 也 Cosplay 起 了
《王者荣耀》里的人物，哪吒、太

乙真人、孙悟空等形象也随着国
产动漫火了一把。”王梓璇还记得
小时候看的一部国产动画电影
《宝莲灯》，前段时间，在一次动
漫展上，她就看到有人把自己打
扮成电影中沉香的模样，引起好
多人的感慨与回忆。

Cosplay让王梓璇结识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让她亲身体
会到了这些年国产动漫、游戏的
飞速发展。

她说：“为自己热爱的事物付
出，是一件美好的事。”

本报记者 张智超

CoserCoser：“：“我想变成你我想变成你””

棉田和棉农棉田和棉农，，就是刘春台的诗与远方就是刘春台的诗与远方。。

张少湖设计张少湖设计、、改造的三轮车改造的三轮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