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47岁
的曹湘莉惊喜地发现，女儿豆豆竟
然能独立吃饭了。

过去的19年里，她曾无数次期
待这一幕的到来，幻想着这会是一
个怎样的日子。而如今，当这一幕
真真切切地出现在面前，她并没有
激动得如想象中那样手足无措，而
是多了一份轻松和坦然。

19年前，中国石化沧州炼化公
司质检中心（现质量计量中心）化
验员曹湘莉，成为了一名母亲。还
没来得及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一
道晴天霹雳就落到了她头上：一对
龙凤胎出生便被诊断为脑瘫、一级
智力残疾。之后，自闭、白内障、
癫痫等疾病又接踵而至……

“超纲”考题

19岁的豆豆，可爱又无邪。她
衣着整洁，白皙的脸上，笑容如水
般纯净。

豆豆喜欢坐车兜风，曹湘莉不
忙的时候，就会陪她到外面转转，
为她拍短视频。

通常，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对
母女，更不会发现她们的秘密。但
秘密也有隐藏不住的时候——只要
看到红色的车，豆豆就想凑过去，
因为他们家的车也是这个颜色。在
豆豆的认知里，红色的车就是她家
的……

第一次当妈妈，曹湘莉拿到的
便是一套“超纲”考题。

孩子们出生一个多月，就出现
了高烧不退、发育迟缓的症状，儿
子更是患上了白内障。为了给孩子
们治病，她和丈夫三天两头往北
京、天津跑，带孩子们到医院输脑
活素、做高压氧，到培智学校进行
各种康复训练。

这过程漫长而又艰辛。她无数
次躲在厕所痛哭，可看着四肢健全
的儿女，又总想着有一天他们能好
起来，能像正常孩子一样长大。

但幻想终究会被现实击碎——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原有的病症还
没有缓解，自闭、癫痫、精神焦躁
等问题就又接踵而至。

有段时间，豆豆一到夜里就焦
躁，整宿不睡，疯了似的喊叫。曹
湘莉和丈夫换着花样去哄，好不容
易孩子安稳了，半天没动静，他们
又开始担心孩子为什么不喊了。

后来，豆豆又得了癫痫，经常
在睡觉时抽搐。曹湘莉和丈夫只能
轮流休息，生怕发生意外。

曹湘莉和丈夫无力同时照料两
个患病的孩子，只好将儿子交给爷
爷奶奶抚养。可即便如此，现实中
各种压力还是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很长一段时间，曹湘莉都拒
绝接受这种厄运。她不敢想未来
的日子，甚至好几年没买过一件
新衣服。她经常自责没能给孩子

一个好身体，可她也委屈，“我又
做错了什么呢？”

没有“如果”

不知道生活该怎么继续下去的
时候，曹湘莉整夜整夜地哭。但哭
过之后，她依旧不知道未来何去何
从。

最终，给予她力量的还是孩子。
豆豆 4岁那年，第一次叫了一

声“妈妈”。那一刻，曹湘莉觉得所
有付出都值了，“如果人生能重来，
我还要当他们妈妈，只要他们健健
康康的就好。”

但她更明白，“如果”从来都不
存在，“日子还得过。孩子不管怎
样，尽最大努力治呗！”

穿梭在各种压力中间，工作成
为曹湘莉重获信念与认同的最好途
径。

有一年，她参加单位举办的技
能竞赛，经常在家里学习。可孩子
一看到她打开电脑就烦躁不安，喊
个不停。她就放下书本，给孩子讲
故事、唱儿歌。等孩子睡熟了，再
接着学。

那段时间，丈夫后半夜醒来，
总看到曹湘莉借着门厅那盏小灯学
习，他特别不理解：“照顾孩子就够
累了，你这么拼命图啥？”

曹湘莉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想
证明自己到底行不行！”

“现实无法逃避。”在她心里，
工作并非逃离现实的避难所，更像
是朝向更好生活的助推器。

2019年，在重油氮含量分析技
术攻关中，她发现仪器校正曲线在
某段区间存在灵敏度低的问题。查
阅资料、反复分析、请教技术人
员，一次次试验，她终于攻克了重
油氮含量分析的难点，形成了自己
的操作法。

从业30年，她从一名普通化验
员成长为化工分析主管技师，在公
司举办的技能竞赛中 7次获奖，制
作了60余项操作指导书和经验分享
资料，撰写了12篇技术论文。经她
化验出厂的产品，质量合格率
100%。她带出的徒弟，有 20多个
成为技术骨干。她说：“化验室就像
我的另一个孩子，我希望它越来越
好！”

责任使然

化验是生产的眼睛。化验员的
每一个分析数据，都关系着产品质
量是否达标；它的及时准确，也直
接关系着生产装置的平稳运行，更
关系着环保这根红线。

也正因如此，这些年，只要有
生产需要，曹湘莉 24 小时随叫随
到。经常是凌晨 1点到家，洗漱完
还没躺下，又被单位喊回去加班。

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曹湘莉
养成了睡觉戴手环的习惯。这样一
来，就算手机调成静音，她也能及
时接到电话。

即使这样，命运还是没有放弃
对她的考验。

2017年，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即
将开始之际，曹湘莉所在班组进行
了优化整合，原本 4个人的团队，
只剩下她和一名转岗职工，一时
间，工作量成倍增加。

可就在这时，坏消息接踵而至。
先是曹湘莉的公公被诊断为多

发性骨髓瘤，随后，她的母亲又摔
伤不能自理。那段时间，她和丈夫
交叉回家照顾孩子、去医院伺候老
人，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有时一
天一宿都合不上眼。

就算这样，她也没有耽误工作。
朋友同事劝她把工作放一放，

可她却说：“班组人手少，有些分析
只有我一个人会做。分析工作耽误

不得，尤其是气体分析更要随采随
测，稍一耽搁，气体组分就变了。
更何况，其他生产岗位都等着检测
结果进行下一步调整。”

这些年，曹湘莉获得了不少称
号，河北省“燕赵榜样母亲”、月度

“河北好人”、月度“沧州好人”、第
六届“感动石化”人物、集团公司
优秀共产党员、沧州炼化公司劳动
模范……

有时她也会想，如果不这么拼
命工作，自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可想来想去，她依然选择保持
现状：“苦难让我拥有了不一样的人
生，而工作上的成绩则给了我面对
苦难的勇气。”

现在的曹湘莉，不管是在工作
中还是生活里，都打扮得干净得
体，涂着淡淡的口红，烫着蓬松的
卷发。“中午下班，大多数人不会换
下工作服，可她不论多晚都要换上
自己的衣服再回家。”在同事翁莲芬
眼中，不管家里负担多重，曹湘莉
永远都是乐观、美丽的样子。

实际上，曹湘莉也不是“铁
娘子”，她也有沮丧、失落的时
候，也会痛哭流涕、抱怨命运的
不公。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
她懂得如何从悲伤中走出来。“我
打扮自己是为了更有自信，孩子
看着也高兴。孩子高兴了，家人
就高兴，我就高兴，日子才有奔
头！自信不是别人给的。自己阳
光，周围人才会舒服。”也正因如
此，工作中的曹湘莉不是干得少
了，而是干得更多。“因为家庭的
缘故，许多人自然而然地会把我
当作弱者看待，觉得我应该是脆
弱的、绝望的……但我不是，更
不愿意借此获得特殊待遇。我不
脆弱，你也不必在意。”

生活中的曹湘莉爱好广泛，写
作、拍视频、演讲……样样拿得出
手。前段时间，她又学起了心理学。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她抽到了
一张卡牌，卡牌上印着一条长长的
向上的阶梯，阶梯尽头是一扇半开
的大门，阳光从门后照进来。

卡牌的牌语是——努力赢得光
明。

捐赠老报刊捐赠老报刊 还原战时事还原战时事

场子打开，音乐响起，陈彦之和
同学们的“太极时间”到了。

这是一支由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国
际教育交流部的留学生组成的太极拳
兴趣小组。

当初，他们怀着相同的愿望，不
远千里来到中国求学；如今，在武术
之乡沧州，他们又找到了相同的爱好。

“我叫陈彦之”

25岁的陈彦之来自坦桑尼亚。两
年前，他来到沧州职业技术学院，成
为学校国际教育交流部国际贸易专业
的一名留学生。

“陈彦之”这个名字，是一位中国
老师根据他英文名字的发音起的。陈
彦之喜欢这个名字。平日里向别人介
绍自己时，他都要说：“我叫陈彦之。”

在来中国前，陈彦之练过两年空
手道。和太极拳的舒缓、放松不同，
空手道讲究一击必杀，两者风格可谓
天差地别。可当老师在陈彦之面前打
了一套太极拳后，他瞬间就被打动了。

从此，穿着纯白色武术服的陈彦
之，就成了职院操场上的一道亮眼风景。

武林高手和“舞林”高手

22岁的卢旺达人杰克琳和28岁的
孟加拉人丽萨，是陈彦之的同班同
学，学打太极拳一年多了。

很小的时候，杰克琳就知道太极
拳。那是在成龙的电影里，那时，在
她和家人的认知里，会太极拳的人都
是武林高手。

也正因如此，杰克琳第一次练太
极拳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以后
也能像武侠电影里的大侠一样飞檐走
壁。

和杰克琳的武侠梦不同，丽萨第
一次见到太极拳时，听着柔和的音
乐，看着舒展的动作，她竟以为对方
是在跳舞。

当得知这是中国功夫时，丽萨更
是大吃一惊：“这么舒缓放松的动作，
居然也是中国功夫？”

尽管觉得不可思议，但丽萨还是
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她梦想着，有朝
一日能够成为一名“舞林”高手。

爱武术更爱火锅鸡

在这支太极兴趣小组里，练习最
刻苦的当属来自孟加拉国的24岁小伙

儿吉姆。每个星期，吉姆都至少要练
4次太极拳，每一次练习过后，他都
觉得自己比之前更强壮了。

吉姆从小就痴迷武术。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两年

前，吉姆决定来中国留学，在众多可
选择的学校中，在他心里排第一位的
就是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不过那时，吉姆对沧州还不了解。
他在网上搜索“沧州”，看到的第

一条消息就是介绍沧州武术的。吉姆
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将要去的城市，
就是武术之乡。

他兴奋极了。一想到这次留学既
能学知识又能学功夫，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出发。

一转眼，吉姆来沧州已经两年
了。如今，他不仅实现了当初的愿
望，更有了新发现：“沧州火锅鸡实在
太好吃了，隔几天不吃就馋得受不
了。”

货真价实的武术之乡

去年，在一堂中华文化体验课
上，吉姆和这几位留学生同学到体育
馆观看一场武术比赛。

赛场上，小到 3岁儿童，大到古
稀老人，人人都会武术。“每个参赛选
手都像是武林高手。”眼前这一幕，让
丽莎对沧州有了更深刻的印象，“真是
货真价实的武术之乡。”

看着选手们在台上比武切磋，生
性活泼的吉姆也坐不住了。他跑到场
边，说什么也要给选手们露一手。

台上选手比赛正酣，台下的留学
生们也摆开了架势，要为周围人展示
一番。尽管大家交流起来不太顺畅，
肤色也大相径庭，但在那一刻，武术
成为一条无形的纽带，把彼此连在了
一起。

从陌生到熟悉，从初次接触到
为之痴迷，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
太极拳如同一把帮助他们了解沧
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学
业结束后，我想回国开一家拳馆，
让家乡的更多孩子有机会学到中国
功夫，了解中国文化。”来自多哥的
留学生阿克提说。

学打太极拳的第二年，吉姆和同学们到体育馆观看了一场武

术比赛。他看得起劲，信心满满地给场边的比赛选手露了一手，这

就是武术的魅力。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尹 微 刘 冲 摄影报道

11月26日上午，献县博物馆迎来
一位特殊的客人。这是当地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收藏爱好者，他此行的目
的并非参观，而是要捐赠1933年献县
第四区区立完全小学自办刊物 《婴
园》合订本。

不久前，这位收藏爱好者在旧书
网看到了这本合订本，当即买了下
来，并很快与献县博物馆取得联系，
确定捐赠事宜。更难得的是，在11月
13日——献县博物馆举办的第一次文
物和艺术品捐赠仪式上，这位收藏爱
好者还捐献了多件抗战时期的文物。

此次捐赠的《婴园》为双周刊，
共 26期。由刊发的文章可知，当时，
东三省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开始进
攻关内，继续向华北入侵。

合订本中的文章，文体多样、内
容丰富。既有反映生活情趣的儿歌、

笑话，如《春风到》《春风春雨》《两
个近视眼》；也有在国仇家恨之下抒发
爱国情怀的散文、随笔，如《国难声
中的唱戏》《糖果钱救国》《可怜的家
庭》。这些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精炼、
感情真切，是抗战时期一份充满希望
和正能量的先进校园文化刊物，能够
为研究献县在民国时期的区域划分、
教育成就和民风民俗提供宝贵素材。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推测，《婴园》
所刊登的文章应当出自学校师生之
手。目前，合订本的电子扫描工作已
经完成。未来，参观者能在博物馆和
网上进行阅览。

接下来，献县博物馆将根据文章
中提到的人物、事件以及村庄名字等
信息，进行研究和实地探察，深入挖
掘刊物背后的史料。广大读者如了解
这本刊物，可与本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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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爱上太极拳老外爱上太极拳

第一次当妈妈，曹湘莉拿到的是一套“超纲”考题：一对龙凤胎出生便被诊断为脑瘫、一级智力残疾。之后，自闭、白

内障、癫痫又接踵而至。

“现实无法逃避。”她选择努力工作。对她而言，工作并非逃离现实的避难所，更像是朝向美好生活的助推器。

我不脆弱我不脆弱我不脆弱，，，你也不必在意你也不必在意你也不必在意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孙民利 王立梅 摄影报道

▲▲曹湘莉曹湘莉（（前前））把化验室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孩子把化验室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孩子

◀◀豆豆从小喜欢和妈妈在一起豆豆从小喜欢和妈妈在一起

▲▲照顾年长的母亲照顾年长的母亲▼▼儿子转眼长成了大小伙儿儿子转眼长成了大小伙儿

陈彦之陈彦之（（前前））和同学们在操场上练太极拳和同学们在操场上练太极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