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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小伙宁金海脑瘫小伙宁金海：：
享受自享受自享受自行车上行车上行车上“““飞驰人生飞驰人生飞驰人生”””
本报记者 邢 程 本报通讯员 刘 蕊 杨 帆

几天前，市民张女士因为急需一个塑
料袋，高温炙烤下连续往返两个超市。面
对两名态度截然相反的接待者，张女士看
出了两家店不同的生意经。

那天中午，张女士去医院买药，因
为购买的药比较多，医院药房又没有塑
料袋可以装，情急之下，张女士走出医
院，想先买一个塑料袋，再回药房买
药。

张女士先走向医院对面一家较大的
超市。在她和店员说明来意后，没想到
店员看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本店
只有买东西后才可选购塑料袋，其他情
况下塑料袋不单卖。”听到店员的话，
张女士很是诧异。“我并不需要别的商
品，只是想要一个塑料袋而已，而且是
花钱购买，不是白拿。”任凭张女士怎
么解释，店员依旧态度冷漠，拒绝了她
的请求。

张女士气不过，又找到街边另一个不
起眼的小店试试运气。这次，这家超市的
老板非常热情：“店里有装水果的小塑料
袋，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下？这个不要钱，
拿走就行。”老板边说边帮张女士拿袋
子，这让她很是感动，连忙道谢。

事后，张女士说：“我进第一家超市
的时候，店员明知道我急需袋子，非要让
我买东西，我不是差这几块钱，而是觉得
他们对待顾客的方式太过功利，没有真正
为顾客着想。”而第二家店就不同了，店
铺虽小，可老板待人和善，十分热情地帮
顾客解决问题。

一个小袋子，两本生意经。一件不起
眼的小事，反映了两个店铺不同的待客之
道和经营理念，相信它们经营的结果也注
定不会相同。

老人自编老人自编老人自编“““四四四字经字经字经”””
通俗方式来通俗方式来通俗方式来普法普法普法
孙 杰 任振宇

在渤海新区黄骅市黄骅镇东孙村党支
部书记杨金槐的办公桌上，普法宣传册和
新修订的村规民约摆放在显著位置，其中
有一本名为《普法四字经》的小册子，是
他结合村民日常需求自己编写的。

“土地公有，管理法定；重点建设，
依法征用；建房用地，必须有证；水田旱
地，承包经营；保护田地，子孙有耕。”
这些关于土地使用的规范便是出自杨金槐
编写的东孙村《普法四字经》的内容。

翻开小册子，上面记录了有关婚姻、
教育、用电、纳税、诚信经营等 18个条
款，每个条款10句话，全篇720字，基本
上囊括了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非常
实用，读起来朗朗上口。

年过六旬的杨金槐一直对法律感兴
趣，1995年在函授大专学习时专门选择
了法律专业。担任东孙村党支部书记后，
他发现村民法律知识欠缺，进行普法教
育，增强村民法律意识，使大家能够依法
维护自身权益就成为一项迫切的工作。

“2015年开始，黄骅市司法局定点帮
扶我们村，开始给村民做普法教育和宣传
工作。”杨金槐说，从那时起，他开始编
写《普法四字经》。

这些年，杨金槐的“四字经”一直
在修改和完善中。他解释说：“近几年在
农村推进‘气代煤电代煤’改造工程
等，这些变化都要及时写进‘四字经’
里。”在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杨金槐
还尽量让普法工作贴近生活，为此他仔
细研读，认真筛选，将有关林木维护、
农药使用等与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
都编入“四字经”。

“只有实用才有价值。”杨金槐说。他
将《普法四字经》印制成小册子分发给村
民，村民也因此受益。平时生活中遇到了
法律问题，不论是法律咨询、调查取证、
代写诉状，还是民事调解、弱势群体代理
等，只要有村民找他，他都会热心帮忙。

杨金槐还是村里的民事调解员，他依
靠“情、理、法”帮村民化解了很多矛盾
纠纷。“大伙儿信得过，咱就得尽心尽力。
把理说透，老百姓大都通情达理，心里的
疙瘩解开后，矛盾自然解决了。”前不久，
他在东孙村的“老杨调解室”被省司法
厅、河北电视台评为“非常帮助”调解
室，杨金槐也获得了“全国模范人民调解
员”“河北省金牌调解员”等荣誉称号。

“ 这 桃 子 真 甜 ， 口 感 特 别
好。”盐山县韩集镇李振环村华鑫
旺桃园内，前来采摘的游客穿梭
在郁郁葱葱的桃树间，不一会
儿，每个人手提的篮子就装满了
粉嘟嘟的桃子。

“这桃树可是我不远万里从荷
兰引进的，都是挑的好品种，当
然好吃了。”华鑫旺桃园的负责人
李书华笑着说，园里的桃子不光
个头大、均匀，甜度都超过了 18
度，和荔枝不相上下。

李书华今年 65岁，在济南经

营着一家商贸公司，心里却一直
牵挂着家乡，希望带领家乡人一
同致富。2017年，李书华把公司
交给儿子打理，回到家乡进行二
次创业。“我们这边只有两季庄
稼，农民投入大、收入少，我就
想如何让土地产生更大的效益。”
李书华最后决定在果木种植上下
功夫，他果断承包村民 15 亩土
地，用于发展林果产业。

经过市场考察和调研，李书华
了解到，荷兰桃抗病能力强、品质
优、甜度高。为了引进上等桃树
苗，李书华乘飞机远赴荷兰，引进
四大品种优质桃树苗千余棵。

桃树苗运到时正值春季，李
书华趁着时令把手指粗的桃树苗
种在地里。夏季除草，冬天防
冻，经过精心培育，桃树一年年
长大，并在第三年开始挂果。但

李书华为了让桃树长得粗壮些，
直到去年才正式让这些桃树结
果。这不，今年又到了桃子成熟
的季节，桃子又大又甜，每天来
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四个品种分别在 6月、7
月、8月、9月成熟，这样游客每
个月都可以采摘。”李书华说，桃
子品质好，很受欢迎，他计划再
扩大种植面积，可以让更多村民
到桃园务工。

“李书华不光以桃园解决了部
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还经常为村
里的建设出力，对需要帮助的村
民慷慨解囊。2016年，村里要改
建村口的基础设施，他主动捐了
2.5 万元；2022 年村里建文化广
场，他又捐款1万元，丰富了村民
的业余文化生活。”村民薛风城
说。

“生活的磨难摧不毁我，训练的艰苦吓不退我，身体的伤痛也打不垮我，即使身体残
疾，我也要用实际行动改写命运”——

就在宁金海的高光时刻，一个
意外事件几乎改变了他的运动生
涯。 2010 年冬，在一次训练过程
中，宁金海骑自行车时撞上了一块
砖头，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造成
了锁骨骨折、左胳膊关节脱位，先
后进行了 3 次手术。可即便这样，
宁金海躺在病床上，对家人仍然报
喜不报忧。

后来，宁金海的父亲离世了，要
强懂事的宁金海不想成为母亲的负
担，在骑行之余打了一份零工，还跟
教练学习了修自行车的手艺。2012
年他回乡，来到盐山县城开了一家自
行车专卖店。

虽然离开了赛场，可这挡不住
宁金海对骑行的热爱。多年来，宁
金海从没放下骑行。他在当地加入
了骑行团，经常和队友们一起环城
骑行。

去年，已经离开赛场 10余年的
宁金海再次接到了比赛的通知。“这
是自行车项目首次出现在河北省残运
会中。”宁金海说，当时，家乡一位
教练为他报了名，许久没上赛场的他
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而母亲却
犹豫了。

回想宁金海走上自行车运动员
这条路，母亲满是心酸。“说实
话，我不愿让孩子去，我怕他再

受伤。可他愿意去，他打心眼里
喜欢自行车运动，这么多年，他
嘴上不说，我也看得出来，所以
没再阻拦。”于是，宁金海满心欢
喜地赴省参赛，并一举斩获四枚奖
牌。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宁
金海说，自行车就如同他的“翅
膀”，可以带他冲破一切阻力直达目
标。再次站在领奖台上，他信心满
满。“生活的磨难摧不毁我，训练的
艰苦吓不退我，身体的伤痛也打不
垮我，即使身体残疾，我也要用实
际行动改写命运。”他愿做一名勇
士，不断挑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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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桃树扎根盐山结硕果荷兰桃树扎根盐山结硕果
本报记者 胡学敏 本报通讯员 王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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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之上，他倾力演绎着自

己的飞翔梦；赛场之下，他跌倒

又爬起，一次次超越自己、证明

自己。

他叫宁金海，一位捧回无数

奖牌的优秀运动员，也是一位先

天性脑瘫患者。多年前，一次偶

然的机会，宁金海与骑行这项体

育运动结缘，勇敢刚毅的他带着

梦想一路高歌猛进，通过体育改

变了人生。

站在领奖台上，宁金海手
捧奖牌，露出浅浅的微笑。今
年 4月，宁金海在河北省残运
会自行车项目比赛中，斩获了
四枚银牌。这是时隔12年重回
赛场后，宁金海再一次享受属
于他的荣耀时刻。

“这么多年没上赛场，我对
这个成绩还比较满意。”赛后，
宁金海说，“虽然很长时间没有
参加比赛，但我有这个底子，恢
复一下就可以，我最擅长的还是
长距离骑行。”在这次比赛中，
宁金海一共参加了4项比赛，在
1公里、3公里、10公里和45公
里的骑行比赛项目中均斩获了银
牌，其中一项比赛的成绩和金牌
得主相差不到1秒。

宁金海取得的优异成绩令
人敬佩。成绩背后，宁金海付

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今年 35岁的宁金海出生在

孟村回族自治县孟村镇东姚村的
一个普通家庭，他一岁时被医生
确诊为先天性脑瘫。因为身体原
因，宁金海说话不流利，四肢的
协调能力也不好，可他从小就有
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2004年，河北省开展残疾
人运动员海选，宁金海参加选拔
并入围。教练建议他练习自行车
运动，可走运动员这条路，宁金
海的母亲犹豫再三。“他走路都
摇摆不定，更何况骑自行车，这
对于他来说太危险了。”最后，
教练耐心地给她做工作，她才同
意让宁金海尝试一下。从此，宁
金海与体育结缘，并加入河北省
残疾人自行车训练队，开始了专
业自行车运动训练。

当时，宁金海只能控制一侧身体
运动，普通人看来极其简单的奔跑、
抬腿等动作，对他而言都需要经过专
业的训练才能够完成。由于难以保持
身体平衡，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他经
常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胳膊上、腿上
总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为了练出成绩，他克服一切困
难，寒冬酷暑从未间断。遇到异常恶
劣的天气不能外出训练时，他就到训
练房中的自行车练习台上拼命苦练，
就这样，自行车成了他最好的“朋
友”。

“一开始骑自行车很费劲，慢
慢地，越骑越好，越骑越远，越骑
越快。”宁金海说，训练的日子很
苦，可每当想起家人的期盼和支
持，无论再难再累也要坚持下去。

“我先天残疾，可我不认命，我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让家人过
得更好。”

在不断努力下，宁金海先后在全国
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摘得一枚铜牌、一
个第四名、两个第五名，并获得三等功
奖励；在全国残疾人自行车锦标赛中获
得两枚银牌、三枚铜牌，并获得体育道

德风尚奖；在省运会上摘得田径项目两
枚银牌、一枚铜牌……

“那些年，儿子得了很多荣誉，
回到家拿着一叠证书，云南省赛第三
名、北京赛第二名，在一次跑步比赛
中，还获得了铜牌和银牌……”宁金
海的母亲细数着奖状和证书，泪水在
眼中不停地打转。她知道，光鲜的背
后，宁金海付出了无数汗水。“‘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到现在我
还是觉得太危险了，每次比赛，我的
心都会提到嗓子眼，等他平安回来，
心里这块石头才算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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