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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利说，他从小被福利院

收养，在这里感受到的是无尽的

温暖，他更希望把这份温暖传递

下去，让更多的盲人小孩走出自

闭，自力更生。

16日下午的采访中，在亳州

市林木按摩中心工作的刘福利

说：“快过年了，跟以前一样，今年

还是回福利院。明天中午我就带

着刘柱回去，给那里的小孩买点

东西，再教他们按摩。能早一天

自力更生，这是我对他们最大的

愿望。”

“虽然我看不见太阳，但我要

让阳光照进每个盲人小孩的心里。”

采访结束时，刘福利如是说道。

洗洗刷刷皆喜庆 红红火火年味浓
记者走进合肥钢北生活区， 体验居民过年“准备战”

“老板，这个对联怎么卖？”昨日，本报新春走基层的记者

重访合肥钢北生活区，看到了一个年味儿满满的生活区。居

民们纷纷开始买春联、做圆子，置办各种年货，洗洗刷刷间也

是一派喜庆的氛围。在等着除夕夜全家团聚的同时，新年里

居民们对早日实现安居梦依然满怀期待。

记者来到钢北生活区，穿行

在民房间，逐渐深入，听到各种声

音渐渐丰富了起来，气氛也不断

热闹升级。来到菜市场后，道路

两边都挤着购置年货的居民，有

抱着孩子的父亲、拎着大包小包

的主妇，以及忙着精挑细选的大

妈们，过年最经典的场景就这样

豁然出现在眼前。

菜市场里不仅购置年货的居

民大大增多，市场道路两边的商

户也几乎增加了一倍。前来购物

的李大妈告诉记者，这条购物小

街这几天延长了许多。“别看这小

街不起眼，这几天他们生意可好

了。”李大妈指着在此购物的市民

告诉记者，他们这一带的居民为

图方便，大都在这里办年货，给商

贩们也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沿着小街走着，记者看到，

贩卖鸡鸭鱼肉的摊前毫无例外

地挤满了人，旁边卖蔬菜的小

贩，摊上的菜也所剩无几。然

而最热闹的地方，当属路口临

时搭起的两个小棚，小棚里一

派喜气洋洋，挂满了过年必备

的春联和许多如中国结这样的

装饰品。“老板，这副对联怎么

卖？”、“老板，我要两个红灯笼，

多少钱？”……这样的询问声此

起彼伏，老板望着热情选购的

居民乐得合不拢嘴。

在居民生活区走访时，记者

看到许多居民家门前都挂起了各

种各样的咸货，加上刚刚洗好挂

在吊绳上的各色床单，装点起原

本寂寥的居民区。虽然他们居住

的平房都还是老样子，但屋前屋

后这些刚洗的衣物和咸菜，以及

屋里飘出的阵阵香味，不禁也令

人感到新年的脚步更近了。

王大爷夫妻俩退休多年了，

儿女们平时都不在身边，只有过

年时一家人才难得团聚几天。记

者来到他家时，他和老伴正在家

里炸圆子。“虽然比较麻烦，但是

孩子们都爱吃。”王大爷告诉记

者，他的老伴手很巧，除了炸圆

子，他们还打算做蛋饺、包汤圆。

“我的儿女都在市区，生活

条件也都不错，今年过年我们

就去儿子家里过。”王大爷觉得

家里的房子太小了，居住环境

也不好，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

住进新房子。

从王大爷家出来后，记者走

入了一户门口晾着各式床单的人

家，一个小女孩正开心地玩耍。

小女孩的妈妈告诉记者，今年一

家都打算在这小屋里过年。虽然

小屋条件不是很好，但至少要把

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新年。

“洗洗刷刷自然是少不了，除去门

口已经晾上的衣物，洗衣机旁还

有大盆小盆春节前务必完成的

‘艰巨任务’。”

他看不到太阳却心中充满阳光
福利院走出的亳州盲人按摩师“刘福利”让温暖无限延续

韩猛虎 曾梅 记者 任杰 文/图

双目失明的他，自幼被一家福利院收养，取名“刘福利”。18岁那年，他外出学习按摩，自力更生。 如

今30岁的他，又从当年的福利院带出了另一个盲人小孩，教他按摩，帮小孩化解自闭症。现在，这对师徒

成了亳州市有名的按摩师，刘福利笑着说：“虽然我看不见太阳，但我要让阳光照进每个盲人小孩心里。”

1987年冬天，河南商丘火车

站门口，一个5、6岁的小男孩站

在墙角大哭。好心人走近才发

现，这竟是个盲人小孩，而小孩却

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和亲人情况。

最终男孩被当地福利院收

养，当时的院长给男孩取名“刘福

利”，取“留在福利院”的谐音。从

此，小男孩就和其他孩子一起，住

进了这个虽无父爱母爱，却异常

温暖的大家庭。

刘福利说，那时自己也就5、

6 岁的样子，很多事情已经不记

得，但好心人给他的温暖，却让他

记忆犹新。

在盲人学校3年的学习，让刘

福利掌握了一手按摩的好技艺。

2003年，21岁的他带上行李开始

闯荡。作为盲人，这其中的艰辛，

要比常人难上百倍。而这期间，

他却遇到了很多好心人。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火车站，

有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是去哪里，

我说到亳州。谁知没多大会儿，

那人递给我一张火车票，我给他

钱，他却怎么都不要。我看不见，

也不能追过去，只能朝着那人离

开的方向大声说谢谢。”刘福利

说，这么多年，有太多人帮助过

他，可却没有一个人留下过名字。

如今，虽然他已经找到了自

己的亲生父母，可他还是觉得福

利院更像自己的家。他说，外出

这么多年，虽然艰辛，可不管人在

哪里、过得怎样，每逢过年他还是

会回到当年的福利院，和那里的

孩子们一起过年。

童年被弃：幸被福利院收养，感受温暖

在福利院的日子是刘福利最

快乐的，那时有很多小伙伴陪他

一起玩，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

却不想再靠福利院养活，他要自

力更生。

“有一次听广播的时候，知道

有盲人按摩师这个职业。就想着，

不如我也学按摩，这样就能自己养

活自己。”18岁那年，他带上行李，

独自去了河南省洛阳市一个盲人

学校学习按摩。一个盲人外出闯

荡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

他却硬是坚持了下来。

“眼睛看不见，还要独自一个

人闯荡，不怕吗？”他笑着说：“虽

然我眼睛看不见了，但我还有一

双手，我就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不

能永远都靠别人的救助。”

自力更生：少年独自外出学按摩

感受温暖：辗转多地，屡遇好心人

爱的传递：带出盲人小徒弟，延续温暖

年货市场红红火火

生活区内飘着阵阵香味

张梦菲 马芹芹 记者 李尚辉

2011 年初，回福利院过年的

刘福利，偶然间听说一个小孩刘

柱。这也是个自幼被父母丢弃的

盲人小孩，而且因为过分想念父

母而患上了自闭症。于是，他就

带上这个小孩回到亳州，教他按

摩，还帮他化解自闭症。

一年里，刘福利总是手把手

地教他按摩，把自己当刘柱的练

习对象。“我哪里疼不疼的，他都

知道。”采访期间，刘柱一直在给

师父按摩，还不时跟记者开上几

句玩笑：“我都能自己给别人按摩

了，人家还夸我呢！”面对记者，刘

柱似乎一点也不羞涩，我们完全

看不出这是一个曾经自闭的小

孩。

“以前啊，谁都撬不开他的

嘴，总是蹲在墙角不说话。他现

在可‘烦’了，天天缠着我说话。”

刘福利一边笑着跟记者聊天，一

边指点刘柱按摩手法，异常温馨。

最大愿望：多教出几个按摩师，盲人不盲

刘福利在手把手教徒弟按摩刘福利在手把手教徒弟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