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阳台上有几盆命运多舛的花。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
实在恶劣——

我家养着一条狗，它站起来的时
候，刚好能够到窗台，而它又喜欢叼
弄花草，并且屡教不改；我家还养着
一个连狗都惧怕三分的娃，他好像总
是看那些叶子不太顺眼，又或者对它
们太过喜欢，反正想起来就揪两三片
叶子握在手里，把玩半晌。

前不久，它们更是经历了“人
生”的至暗一刻——先是被娃连根拔
起扔在地上，叶子又被狗吃了个七七
八八。无奈，我只能尝试着把它们栽
回去，至于能不能活，心里没有一点
儿底。

可惊喜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前天早上，我去开窗，惊讶地发

现，其中一盆茉莉花，竟又重新长出了
嫩芽。

真没想到，它们又活过来了。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遭遇灭顶

之灾，但好像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会抓
紧时间重新生长。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如
此。

在生活中，很多人习惯把失败归结
于命运——缺少机会、没人相助……却
很少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要知道，其
实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努力，
而是因为努力，才更有希望。

在前行的路上，千万不要因为遇到
一点困难、挫折，就想着躲藏、逃跑，
只有想方设法去战胜它，才会离成功的
彼岸越来越近。

轻而易举的胜利，充其量只是人生
路上的一片花丛，可以片刻驻足、欣赏
休息，却不足以让人生得到质的飞跃。

所有光鲜闪亮的故事背后，都是无
数汗水和泪水的凝结。

要相信努力的力量。
也许，努力不会立刻有结果，但它

一定会成为人生路上的宝贵积累——就
像那几盆花一样，终有一天会重新长出
嫩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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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位于南川老街的凡轩美术馆里，一场名为《追梦的人》的个人画展，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办展人叫滕杨，这已是他第二次举办个人画展。画展上观众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送货才是滕杨的本职工作。而在这份再普通

不过的工作背后，“残疾”和“绘画”又是他最鲜明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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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王春江近来有些寂寞——
他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集邮，那时

候，有相同爱好的人随处可见，大家相互交
流学习，既丰富了生活，又增长了见识。可
近些年，互联网对传统书信文化冲击很大，
使得人们对集邮的热情也受到影响。

平日里，就连王春江的老伴儿也时常调
侃：“都没几个人写信了，你这邮票还能集
多久？”

其实，不用老伴儿多讲，王春江也能感
受到一二。这些年，他到各地参加了不少邮
展，参展者大多数是同龄人，年轻人的身影
少之又少。

“我年轻时可不是这种情况。那时候，
集邮是一种时尚。我每个月的工资，有三分
之一花在了集邮上。与邮票相关的杂志、报
刊，订了不少；四方联、版票、年册……别
人买，我也跟风。”当时，尽管生活拮据，
但只要看到心仪的邮票，尤其是纪特邮票，
王春江就算一天只吃一顿饭，也要省出钱来
买。

有一次，他去北京出差，见到一套加盖
了纪念邮戳的邮票版张，他喜不自胜。“我
找那套邮票很长时间了，可当时身上的钱不
够，软磨硬泡求了老板小半天，让他一定等
我几天……”买车票回沧州，又再乘车返回
北京，虽然折腾，可拿到邮票的王春江心里
却像吃了蜜一样甜。

如今，40多年过去了，王春江的藏品
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在国外发行的中国题材
邮票。“这一枚枚邮票虽然小巧，却大有学
问，每一枚都是一本书、一段历史。”王春
江说。

2017年11月，《沧州铁狮子》特种邮票
正式发行，王春江激动不已。“邮票素来有

‘国家名片’的美誉，而铁狮子则是沧州的
名片，两者结合在一起，对于沧州集邮爱好
者来说，是难得一遇的幸事。”王春江说。

如今，集邮的人越来越少，青少年更是
难有机会见到这些有珍藏意义的邮票。有些
寂寞的王春江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不再
捧着邮册孤芳自赏，而是将这些藏品作为公
益展品展示出来，在社区、在街巷……他用
这些藏品和自己的经历，为大家讲述邮票背
后的故事。

10月26日，滕杨个人画展开展
的前一天，一幅宽大的海报出现在
南川老街凡轩美术馆门前。

32岁的滕杨站在海报一侧看了
半晌，嘴角忍不住上扬——海报中
的他，正专心挥动着画笔，画展的名
字印在海报左上角，那也是照片中太
阳的方向，几个大字和阳光叠加在一
起，把他一侧的脸照得雪亮。

这时，一位游客从滕杨身边走
过，她顺着滕杨的目光看去，随口
念出海报左上角那几个字：“追梦的
人。”

遥不可及

“你好，欢迎来看我的画展，你
想听我讲讲这幅画吗？”画展上，看
到有人在作品前驻足，滕杨便忍不
住想向对方讲一讲自己的创作初衷。

很多时候，滕杨的出现会让观
众一惊，甚至不禁疑问：“这是你画
的？”

以前，滕杨几乎从不主动和陌
生人说话，哪怕第一次举办画展
时，主持人邀请他作自我介绍，他
都紧张得直流汗。而此刻，即便有
人用质疑的眼光打量着他，他也不
再害怕，心中反而有一丝小骄傲。

儿时因意外造成的身残不便，
在他的人生轨迹中如影随形。他只
能用左手握笔，转动手腕时，半边
身子都不由自主地跟着动起来。“画
画让我更自信，交到很多朋友、得
到认可，我不再怕和别人说话了。”
但谁又能够想到，这一切对滕杨来
说曾经遥不可及。

他羡慕那些正常孩子能跑能
跳，也会在陌生人投来好奇的目光
时感到窘迫，不知如何是好。

中专毕业后，滕杨在父母经营
的门市里，当了一名普通却又特别
的送货工。送货之余，他最爱画
画，画笔就是他向外界表达自己的
窗口。

他白天送货，看到美景就拍下
来，晚上回了家就一头扎进屋里，
把美景变成画。

货运站门口那家书店也成了他
的根据地，每次去送货，他都要看
看有没有美术方面的新书，有就买

下来，放到三轮车筐篮里，没事儿
就看一看。好几次，他在书里看到
别的画家办画展，心中无比羡慕，
可画展于他，却是遥不可及的梦。

得助与自助

开展的第一天，滕杨请来了很
多人。在他心里，这些人都是他生
命中的贵人——

他口中的“何大姨”，名叫何云
凤，在市政府对面经营一家书画用
品店。看到滕杨今天的成就，她欣
喜却并不感到意外。

何云凤仍然记得，9年前与滕杨
的初次见面。“他那么特别，一进
店就跟我说想学画画。我问他为
什么，他说因为喜欢，想证明自
己。”只这一句话，何云凤那颗柔
软的心就被打动了。她送给滕杨
一些纸笔，仅过了一个星期，滕
杨 就 拿 着 一 摞 画 作 再 次 来 到 店
里。“我当时就觉得，这孩子太渴
望画画了，说什么也得帮帮他。”

每个人都需要被看见、被正
视、被肯定，也都应该拥有一个适
合的、能够展示自己的舞台。滕杨
也不例外。

在何云凤的引荐下，沧州知名
画家王君成为滕杨的另一位贵人，
他为滕杨传授技巧、辅导参赛、帮
办画展……这为滕杨打开一个崭新
的世界，并让他相信：只要努力，
一切都会好起来。

在大家的帮助下，滕杨的绘画
水平精进不少。2015年夏天，在沧
州市残疾人书画展上，他获得了三
等奖。他开心极了，不仅仅是因为
作品获奖，更多的是自己的努力得
到了认可。

画笔为滕杨的人生增添了无尽
色彩，也让他得以用更平和的心态

面对世界，不再陷入自卑无法自
拔。滕杨把全部业余时间都花在了
画画上。由于身体原因，他经常一
幅画还没画完，指缝里就浸满了颜
料，但他从不在意，因为在他心
里，那是最值得炫耀的奖章。

为梦想努力

滕杨找到了自己的舞台。那些
曾经遥不可及的事情，正一件件变
成现实。

通过画画，滕杨开始有了收
入。虽然不多，却让他兴奋至极，
这不光是因为付出获得了认可，
更因为可以帮助父母减轻生活的
压力。

今年 5 月，在朋友们的帮助
下，滕杨开始为画展做准备。为了
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一连四
五个月，只要不送货，他就在房间
里埋头创作，连赖床都变成一种奢
侈。

画画时，滕杨习惯拉上窗帘，
因为这让他感觉房间就是全世界。
他房间的窗帘，经常一拉就是一整
天。别说吃饭睡觉了，就连每天必
不可少的康复锻炼也总是忘掉。

为画展起名字时，滕杨绞尽脑
汁想了五六个——每一个名字都挺
喜欢，却又觉得每一个都不能完整
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向王君老师求
助，当“追梦的人”这 4个字发过
来时，他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别
人都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只能
生活在这里。”滕杨把手比画在很
低的位置，继续说，“越是这样，
我越要追求更好的未来，让大家都
看看！”

画展时间定在了10月27日到11
月15日，这段时间，滕杨每天都要
到美术馆来。美术馆位于建筑的二
楼，滕杨的小姨说：“这几天，他上
楼都利索多了。”

而更高兴的人莫过于滕杨父
母，看着儿子有了自己的爱好和
圈子，尤其看到他在陌生人面前
侃侃而谈的样子，那感觉就像阴
郁了很久的天空终于放晴了。

滕杨做到了许多之前不曾想过
的事。在一幅画作中，人们看到
这样一句话，那是滕杨对这幅画
的释义：“喧闹任其喧闹，我自风
情万种，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与
目光……坚持自己的本心，活出真
正的自己。”

不久前，沧州银鹤老年公寓的
老人们，又一次见到了老朋友——
来自沧州高新区第一幼儿园的老师
们。

两年前，高新区一幼组织成立
志愿服务队，23名教职工在第一时
间全部主动参加。

表率的力量

在高新区一幼，25岁的瓮清越
虽然年纪不大，参加工作的时间也
比较短，却是一名有着 8年志愿服
务经历的“老兵”。

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参加公益活
动。

学生时代，她经常把父母给的
生活费节省一部分出来，用来帮助
孤寡老人和困难学生。每当看着老
人脸上露出笑容、孩子拿到新书
包，她感觉比添了一件新衣服还要
高兴。

2021 年，瓮清越参加工作。
她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志愿服务活
动上。每天下班后，她都会在幼
儿园周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
事，为居民义务理发、打扫街

巷、路口执勤、捡拾垃圾……也会
利用节假日去看望孤寡老人和困
难学生，为老人量血压，帮学生
补习功课。

日复一日中，瓮清越成了同事
们的表率。在她的影响下，高新区
一幼越来越多的教职工主动加入到

志愿服务活动中来。

全员参与

在市区大运河岸边，有两个专为
环卫工人和困难残障人士提供早餐的
爱心粥屋。高新区一幼园长杨维刚知

道后，主动和老师们来这里当志愿
者。

“我们早晨 6点赶到粥屋，本以
为来得挺早，结果到了才知道，其
他志愿者凌晨四五点钟就过来忙活
了。”教师刘佳琦回忆说，“来吃饭
的人特别多，最多时，屋子里能挤
进近百人，忙得站不住脚。”

“盛粥、分馒头、添小菜，洗
碗、扫地、擦桌子……这些活儿，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幼儿园，老
师们都经常干，但和爱心粥屋的志
愿者比起来，劳动强度就差远
了。”在杨维刚看来，正是因为这
份辛苦，让老师们对志愿服务有了更
深的理解，也对志愿者更敬佩了。

2021年底，高新区一幼召开了一
次全员会。会上，杨维刚说出了成立
志愿服务队的想法。“想到会有很多
人参与，但没想到所有人都在第一时
间举手加入。”杨维刚自豪地说。

有舍有得

高新区一幼志愿服务队成立
了，23名教职工全都成了志愿者。

平日里，老师们工作忙，志愿

服务活动只能利用休息时间进行。
当园里的最后一个孩子被家长接
走，老师们就穿红马甲——助老爱
幼、保护环境、为社区居民进行心
理辅导……他们在帮助别人的同
时，也收获了成长。

敬老院是老师们最常去的地
方。在那里，他们为老人理发，陪
他们谈心聊天，帮助他们整理内务。
每次离开时，老人们都恋恋不舍，
一个劲儿问：“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老师们不光自己从事志愿服务
活动，也会组织幼儿园里的孩子们
一起参与——为社区里的爷爷奶奶
表演节目、帮助身边小朋友渡过难
关……在高新区一幼，像这样的暖
心事，几乎每天都会上演。

“服务队成立以来，我们每个星
期都至少参加一次志愿服务活动。
大家会提前安排好时间，没有一个
人计较个人得失。”瓮清越说。

老师对孩子的影响，不仅仅体
现在课堂上，更体现在日常的点点
滴滴。“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提升了老
师个人素质和团队凝聚力，更对孩
子们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我们更
乐于看到的。”杨维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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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当老师，下班做公益。对于沧州高新区一幼的每一位教职工来说，下班后穿上红马甲，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助老爱幼、保护环境、为社区居民进行心理辅导……他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收获了成长。

◀画展上，看到有
人在作品前驻足，滕杨
会主动与对方分享自己
的创作初衷。

▲看着海报中的自
己，滕杨的嘴角忍不住
上扬。

志愿者在爱心粥屋志愿者在爱心粥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