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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生 活 从 周 末 开 始

从那之后，闫树靖还有过

许多奋斗的经历。她学会了修

手机，她开起了手机店，她被一

家技校聘去当起了老师。在那

里，她给全班出了一道她上小

学六年级参加竞赛时的数学

题，“你会做，你来当我老师；你

不会，听我的”，成功地“震”住

了全班。后来又辞职租起了柜

台，一直干到了2013年她去北

京考驾照。

考驾照是闫树靖的“梦想

之一”。因为在这些年来，她早

已不再是那个只局限于个人世

界的闫树靖，阅读、学习和阅历

让她懂得了感恩，更生出了一

份担当。尤其是对残疾人朋

友，她感同身受。这些年来，她

除了在金钱上资助以外，还免

费培训技术、提供就业信息、当

“红娘”（促成了10多对）、免费

做家教，当然，她的手机也成了

“咨询热线”。

闫树靖就这样成了众多残

疾人朋友的“知心姐姐”。闫树

靖的手机有两张卡，一张是打

联通的号不花钱，一张是打移

动的号只花很少的钱，这样就

是为了减少“通信费用”，因为

她的电话实在太多了。她一次

次出发，为了残疾人找工作，为

了残疾人学技术，为了残疾人

相亲，甚至，为了去劝解一下，

送去心灵的阳光……她也赢得

了众多残疾人朋友衷心的爱

戴。不久前，她摔伤了，好几位

残疾姐妹竟然住到她家里，轮

流给她做饭……

考驾照除了生活上的方便

以外，很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就

是四处给残疾人朋友办事方

便。于是，在沧州还没有专门

教残疾人驾驶的时候，闫树靖

不惜到外地学习，学成以后，她

买了一辆车，虽然是辆便宜的

“二手车”，但也让她“有了

腿”。摔伤养好以后，她特意带

着孩子去浙江旅游，还专门体

验了一把漂流……

好好活着，好好享受生

活。这也是她反复跟残疾人朋

友们“灌输”的，走出家门，融入

社会，闫树靖喜欢唱歌，喜欢朋

友聚会，喜欢对着手机上的菜

谱做一大桌子菜……好好活

着，也尽自己所能让别人好好

活着，如今，闫树靖成为沧州市

运河区阳光残疾人服务中心的

一名工作人员，做的正是她最

喜欢的给残疾人免费培训、安

排就业的工作，她收获下“沧州

好人”提名奖、河北省自强模

范、美丽河北·最美残疾人等一

系列荣誉，她更收获下自己家

庭的幸福，收获下能够为周围

残疾人朋友做些什么而带来的

快乐与满足……

好好活着，尽自己所
能也让别人好好活着

好
好
活
着

跟闫树靖在一

起，你在短短时间

里就能感受到她的

热情与阳光。仿佛

在她面前，一切困

难都能消解，一切

阴影都会被阳光驱

散。对于这位坐在

轮椅上的残疾人来

说，她不仅用异乎

寻常的付出实现了

自立，更难得的是，

她不仅咬紧牙关冲

过了自己人生中的

一道道坎儿，她还

将自己大量的心血

用到了残疾人公益

事 业 上 。 好 好 活

着，不仅仅是在自

己的小天地里创造

奇迹，更要将爱与

温暖，送给这个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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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乡间的残疾小姑娘，那么想上学

今年41岁的闫树靖出生在沧县崔尔庄镇闫村。一周岁

的时候，发高烧，打了退烧针，烧退了，父母却发现她的腿“跟

面条一样了”。

听父亲说，她其实学走路还是挺早的，十个月大的时候就

能走了。如今，闫树靖这样总结：会走比别人早，不会走也比

别人早。

父母是最普通的农民。但这对农民父母在闫树靖眼里顶

天立地。在她很小的时候，邻居有一对孤寡老人，父母竟然接

过了供养的“任务”，一养就是20余年，直到养老送终。

7岁的时候，父亲背着她去了学校。这是闫树靖这一生当

中遭受的诸多拒绝当中的第一次。那时的她，腿上有鞋，手上

也“穿鞋”，只能这样在地上爬。后来，父亲托人给打来小板

凳，随着她长大，小板凳也越来越高。

这个乡间的残疾小姑娘，实在太想上学了！她每天听收

音机，学会唱歌、讲故事，她的手很巧，缝了好多布老虎、小灯

笼，还编了好多小鱼，这些都是她用来送给周围小伙伴的“礼

物”。孩子们教给她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拼音，

一道数学题，她都觉得高兴。

9岁的时候，妹妹到了上学的年纪。谁也没料到，小小的

闫树靖竟然自己拄着小板凳去找了一位本家嫂子。嫂子在学

校教学。闫树靖让嫂子帮自己跟学校说说，可不可以让妹妹

照顾自己？就这样，这位小姑娘为自己争来了人生中的第一

个机会。第一个学期她就考了个全班第二名。四年级的时

候，她当上了班长。从那时起直到高中毕业，她一直是班长。

被大学拒绝，她想到过自杀

升初中的时候，她考了全镇21所小学的第一名。三年初

中是在快乐中度过的。中考的时候，她的分数超过当地重点

高中70多分。于是她和同学毕新平结伴去报到。可接待她

们的校领导说，实验室在楼上，闫树靖的身体不方便，不能来

读书。她又遭到了一次拒绝，没有进入重点高中的校门。

没有进入重点高中，那就去读普通高中。这样，闫树靖

进入了设在杜生镇的沧县第三中学。在这里，她又找到了

学习的快乐。她的成绩名列前茅，学校里还对前五名设有

奖学金，这也大大减轻了家里的压力。

高考的时候，闫树靖发挥一般，不过分数也已超了大专

线。是的，她考上大学了！从小时起的那个“上大学”的梦

想，实现了！父母不让报外地的学校，于是，闫树靖报了一

所沧州本地的学校。拿着录取通知书去了，校领导一看她

的情况，拒绝了。

在人生中那一次次的拒绝中，这次拒绝，是最具杀伤力

的。所有的梦想都破碎了。还要活在这个世上给父母增添

负担吗？闫树靖写下了这样一个纸条：亲爱的爸爸妈妈，女

儿真的很没用。如果有来世的话，我希望上天赐予我一个

健康的身体，来报答你们……

沿着村里的路，她出发了，走啊走啊，直到天黑透了。

脑子里各种念头在做着厮杀，就在这时，传来父母的呼唤

声。原来，下地回家的父母一看纸条就吓坏了，赶紧打听周

围人们闫树靖往哪个方向走的，在后面追了过来。母亲看

到闫树靖时顾不得许多，扑上来抱紧自己的女儿放声大哭：

“孩子，我们没你不行啊！”

母亲的身上，满是泥土与汗味儿。那是在地里劳作了

一天的母亲，还没来得及回到家里洗把脸……

守着小摊看英语的女孩，
成了家教

大学上不了了，可也不能坐在家里让

父母养着啊！干点儿什么呢？秋后，闫树

靖和一位姑姑打定主意：去天津卖枣！

沧县崔尔庄一带是传统的枣产区。

于是，闫树靖来到了天津，她们在一个市

场里有了一个摊位，可只让上午摆，下午

的时候，她就和姑姑借助一辆三轮车去小

区里叫卖。

“用现在形容大老板的话说，那是我

淘到的第一桶金。”闫树靖笑着说。这“第

一桶金”，就是两个多月挣到的1000多块

钱，还有闫树靖的成就感。

可她还想着上学的事，于是报了北京

一所大学的函授班。在出摊没顾客的时

候，她就坐在小摊旁看书。

这一幕引起了一位善良老人的注

意。老人名叫孙世友，是位老军人。他问

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十分震动，除了给沧

县残联写来一封信说明情况，他还给了闫

树靖一个机会，那就是辅导他一位老朋友

的孙女。

就这样，闫树靖成了一名家教。这也

是她持续年头儿最多的职业了。第二年，

再进天津的闫树靖就已经不再卖枣了，她

成了“闫老师”，最多时她辅导过三个孩子。

后来，为了离家近，闫树靖没有再去

天津，而是在沧州市区做起了家教。

闫树靖就这样成了“闫老师”。当老

师，是她从小到大的一个梦。这回，虽然没

有站上讲台成为正式老师，但也毕竟让她

体会到了跟孩子们一起学习的那份快乐。

人生路上，遇到那么好的人

遭受过嘲笑、拒绝与冰冷，但闫树靖记

在心里的，是那些在她人生道路上给她伸

过热手相帮的人们。“他们是我的‘贵

人’。”闫树靖说。

孙世友老人给沧县残联写信时除了反

映了闫树靖的遭遇，还表示如果闫树靖重

返大学校园的话，他愿意提供资助。

可是，这时的闫树靖，已经不再是那个

因为无法进入大学校门而产生轻生念头的

小女孩了。她已经强大到可以认识到，一

个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大学”，并非仅仅是

在大学校园里。她不想给老人增加负担。

于是，她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学电脑。

利用残联提供的资助和自己做家教攒

下的钱，闫树靖在沧州一家电脑学校学习起

电脑办公来。此前，她连电脑开关机都不

会。但能够学习一项新的东西，那是多少美

妙又幸福的事啊！别人好几天背不过的字

根表，她一个上午就背过了；周末时别人回

家她不回，恨不得一直守在电脑前学习。几

个月后，她的辛苦没有白费：她在人才市场

上成功签下一家用人单位！她有工作了！

当她把这个喜讯跟父母汇报时，父母

却犹豫了。因为用人单位在黄骅，父母担

心她身在陌生的外地没人照料。为了不让

父母担心，闫树靖放弃了这个机会。

于是，她重新在沧州租下一间小屋，在

新华桥头贴上招生广告。这次她招的第一

个学生是补高三英语。肯定有压力啊！闫

树靖上午去新华书店（舍不得买辅导书），下

午将上午看的东西结合自己的知识整理成

笔记，晚上教。结果这个学生成绩提升很

快，班上又有六七个学生来让闫树靖辅导。

也是因为做家教，闫树靖认识了李惠

明、王凤琴夫妻俩，他们让闫树靖住到自己

家里，这一住就是六年。闫树靖在这里学习

修手机，在这里结婚、怀孕、生子，甚至她去

医院生孩子，都是这夫妻俩送她去的。他们

早已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

“我遇到太多好人了！”闫树靖说起李惠

明、王凤琴的大儿子送自己去学修手机，起

大早，背着自己上楼；她说起在学电脑时背

着她去厕所的工作人员；说起同学们聚会时

每人掏100块钱给她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说

起网友们集合起来给她帮忙；说起当她跟一

位修手机的顾客无意中说起想到献县看一

位残疾人朋友，可交通不便时，那位初次见

面的顾客竟直接说：“我有车，咱走吧！”……

在人生路上，遇到那么好的人。

闫树靖学会了开车闫树靖学会了开车

坚强乐观的闫树靖坚强乐观的闫树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