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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激情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书让我认识了生命中一些最重要的人。

●我们从心底里要有一种乐观的精神。

●我要把一天当作两天用。

●我不是没有痛苦，但我觉得这些痛苦

是我个人的事情，不应当成为一些借口。

●生命有多种形态，残疾就在其中，这是

自然法则决定的，我们必须面对而不能逃避！

●我们正在建造一座座物质大厦，大厦

一定要有坚实的钢筋做支撑，而我们的精神

就好比钢筋，没有精神的支撑，外表再豪华

的大厦也会倒塌。

受委托，定于2011年3月25日上午10：00在合
肥市阜阳路191号政通大厦7楼举行房屋使用权竞
价租赁会，公开租赁以标的：
一、标的名称：
1、金寨路372号110室房屋2年租赁权，面积约

30㎡，参考价：800元/月。
2、合肥市益民街2#4幢106室房屋2年租赁权，

面积约40㎡，参考价：4000元/月。
3、合肥市安庆路第三小学楼下5#门面房3年租

赁使用权，面积约16㎡，参考价1800元/月。
二、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公告之日起

至竞价租赁会前一日止。
三、注意事项：该房屋按现状租赁，具体事宜详

见相关文件，有意竞租者请于竞价租赁会前一日，
交纳竞租保证金（1号标的2000元；2号、3号标的
5000元），并携带相关资料（身份证）到政通大厦7
楼办理竞租登记手续。

四、联系电话：0551-2630618 2676246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竞价租赁公告

讲述与安徽渊源
“来到安徽很亲切，因为很多年以来

常听我先生讲安徽的事。”昨日上午，张海

迪用这样的开场白开启了自己报告会的

序幕，并向在座的观众讲述了两段她与安

徽的渊源。

“1969年我先生从上海来无为县合毛

公社下乡当知识青年，他在村里生活了七

年，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张海迪介绍说，

她丈夫对安徽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在此，我还有一个与安徽有关的故

事。”张海迪告诉大家，当年她就是通过安

徽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日语，1988年还被

邀请到日本作日语演讲。

残疾孩子求签名
“海迪阿姨，帮我签名！”在参观荷塘

月色小区残疾人“阳光家园”时，一位残

疾孩子用很不清楚的话语请求张海迪为

他签名。

孩子名叫安东，是因为出生时母亲

难产，导致患上了缺氧性脑瘫。昨日，安

东拿着签名的本子是他爸爸有一年参加

学习张海迪活动时获的奖，对此张海迪

非常感动。

“当代保尔”张海迪感动庐州
其青春励志作品有望由安徽出版集团出版

张海迪，1955年生于济南，中国著名残疾人作家，哲学硕士。现任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60

年，张海迪5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1970年又随父母下放至山东聊城

莘县，自学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习，并学习针灸，在当地行医。被称为“八

十年代新雷锋”、“当代保尔”。

昨日上午，曾获“八十年代新雷锋”、“当代保尔”等美誉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主席张海迪应邀参加了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

届省直机关“读书月”主题报告会，讲述她的人生感悟和读书心得。

本报记者 赵莉/文 王婧莹王恒/图

活动

上身穿一件合体的湖蓝色短西装，内搭

一件纯棉白色衬衣，淡淡的妆容衬得她格外

精神。在昨日上午长达两个小时的报告会

上，她一直保持着正直的坐姿，一直面带着

亲和的笑容。报告现场许多人深受感动，纷

纷表示深受鼓舞。报告后，她不厌其烦地接

受着“粉丝们”签名的要求。

今日，张海迪将赴铜陵市，验收该市创

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工作，与铜陵

市的广大市民与残疾朋友亲切交流。下午，

将乘机返回北京。

“我还会再来安徽，再来合肥，再来看

望这里的广大残疾朋友。”昨日，张海迪这

样说道。

报告感动无数“粉丝”

昨日上午，在安徽大剧院贵宾接待室

内，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向张海迪送

上了三本由安徽出版集团出版的书籍，并

与她初步商定将其随笔及青春励志类的文

学作品放在安徽出版集团出版，以此激励

更多的青年人奋发图强。

下午，张海迪来到安徽出版集团参观，

临走时，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为她送

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打开包装盒，里面是

镶刻在透明水晶板上的一个特殊信封，上

面印有张海迪上午作报告时的照片，还写

上了“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的字样。

青春励志作品有望安徽出版

昨日，本报记者有幸专访到张海迪，并

请她为本报广大读者题词签名，她爽快地

在自己的著作《生命的追问》扉页上签下了

“祝福！”

时时刻刻想着为残疾人鼓与呼

记者：海迪主席，您好！我们了解到您

做政协委员已经有十余年了，是否 也提交

了很多提案？

张海迪：是的，我时刻为残疾人鼓与

呼。全国有8000多万残疾人，存在着各种

复杂、多样的问题，涉及教育、医疗、就业、

康复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都会努力从各

方面提交提案。

现在，仍有一些单位不愿接纳残疾

人就业。但是，我认为，身体的部分残疾

并不能代表一个人失去了参与社会的能

力，许多残疾人还非常心灵手巧，比如说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就让我非常

感动。

期待聋人、双上肢残疾人也可驾车

记者：您的首部电影《我的少女时

代》将于 3 月 24 日首映，在预告片中我们

看到，您亲自驾车参演，能谈谈背后的

故事吗？

张海迪：我之前也讲到了残疾人应

该更有尊严、更体面的生活。1999年，我

提交了《关于残疾人驾驶机动车辆的提

案》，一提就是10年。

我去日本，看到残疾人驾车，有很多

感触。去年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正式实施，规定三类残疾

人员申领驾驶证。我便报名参加了考

试，已经取得了驾驶证。

国外聋人驾驶汽车、双上肢残疾者

也能驾驶汽车，所以我就在想，未来这些

在我国是否也可以实现。

湖蓝色西装是自己亲手制作

记者：您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个自强

模范，听说您还经常自己剪裁服装，是真的

吗？

张海迪：我没有专门学过剪裁服装，不

过我很喜欢自己手工制作衣服。很多衣服

都是我自己做的，你看我身上穿的这湖蓝

色西装就是我自己制作的，包括衣领啊、扣

子、腰身等等都是。我认为，不光是残疾女

性甚至更多的健全女性都应当讲究自己的

衣着，不断去创造生活，给自己更多的惊喜。

花絮

访谈

“我很多衣服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
本报记者昨日专访张海迪

张海迪与市民交流

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赠送张海迪纪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