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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一路问
小伙只身来肥寻眼角膜

8月30日，彭益果拄着盲棍，拘谨地坐在合肥

街头的路沿上，双眼紧闭着。这一幕，被爱心人士

张艺冬拍下，发到微博上。

彭益果怎么会到千里之外的合肥呢？原来，

今年7月，他得知安徽省红十字会眼库有眼角膜，

并经过多方打听，联系到了安徽省红十字会眼角

膜库主任屈志国，想通过他登记做眼角膜移植。

后来，彭益果怕错过机会，决定亲自来合

肥。“一路上，只要一听到有声音，我就问，总有

好心人指路。”8月29日，彭益果从重庆北站出发，

第二天到达合肥。

一路摸索，彭益果找到了之前联系过的屈志

国。9月1日，屈志国连同几位眼科专家对彭益果

的情况进行会诊，并有了初步讨论结果，鉴于彭益

果的右眼眼体本来的情况不好，为了减少排斥性，

可以把完全失明的左眼的眼角膜，换到右眼，这样

就可以大大减低手术的风险性。

“但还是要等捐献的眼角膜，补到左眼去。”屈

志国说，“目前没有新鲜的眼角膜，这个月如果有

捐献的新鲜眼角膜，我会首先考虑彭益果。”

江潭村位于黄山市休

宁县溪口镇西部，距离镇

区6公里。这里，有人年复

一年捐资助学，有人一针

一线缝制爱心棉布鞋……

江潭村的村民们比的是助

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和孝老爱亲，他们说，等

村里评议出的好人多了，

就申报吉尼斯纪录，争做

世界“第一好人村”。

昨日，记者来到江潭村，

长长的街道两边，挂满了“打

造好人村”的宣传牌，良好的

道德宣传，已成为江潭村的

一道美丽风景线。

项向国 记者 张火旺 陈明

“我想睁眼看看好心人的样子”
重庆小伙拄着盲棍，只身“摸”到合肥寻眼角膜

重庆荣昌小伙彭益

果，为抓住右眼复明的一

线希望，拄着盲棍，揣着

100多块钱和一张火车票，

独自踏上千里之外的合肥

寻找眼角膜。但遗憾的

是，由于眼角膜紧张，小伙

子未能如愿。

“像张大哥、曲医生

这样的好心人，给了我很

多帮助，但我只能听到他

们的声音，希望有一天，

能睁开眼睛，看看他们的

样子。”昨日离开合肥之

前，彭益果表露心迹，称

自己绝不停下寻找光明

的脚步。

记者 刘海泉/文 黄洋洋/图

我想睁开眼
看看好心人的样子

尽管此次合肥之行，未能如愿，但彭益

果说，他寻找光明的征途不会就此停下。他

已经在重庆市眼库、西南医院眼库和其他全

国几个大型眼库做了登记，他会耐心等待。

爱心人士张艺冬为彭益果的坚持而感

动，决定送他返回重庆。昨日晚上九点，他

们一起启程离开合肥。

临行前，彭益果表露心迹，求医路上，他

遇到了太多好心人，自己内心始终充满感激。

“像张大哥、屈医生这样的好心人，我只

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只能心里面感激。我真

的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睁开眼睛，看看他们

的样子。这样假如有一天在大街上，与他们

擦肩而过，至少我还可以认出他们，和他们

打个招呼。”

“有人捐献眼角膜，我才有可能重见光

明，这让我也明白器官捐献的意义。将来，

我愿意把身上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彭益

果说，他将登记捐赠器官，传递爱，给更多的

人希望。

为重见光明
重庆小伙求医三年路漫漫

这个盲人小伙名叫彭益果，来自重庆，目前在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学习针推专业。

彭益果出生在重庆荣昌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因为患有先天性白内障，1岁时就做了手术。

不幸的是，手术后左眼失明了，右眼能看到汉字，

但要佩戴1200度的眼镜。

2002年，彭益果13岁，因为扫地时不小心跌

倒，正好伤到了右眼，导致视网膜脱落。

后在医院做了复位手术，因为需要注入硅

油，引发了并发症。此后，高眼压、角膜炎一直伴

随着他。

从那以后，彭益果成了重庆各大医院眼科的

“常客”，但还是没有挽回右眼视力的逐年下降。

2009年，他右眼的视力降到了0.02，“最要命

的是疼痛，一天比一天厉害，有时候痛起来，感觉

脑袋都要爆炸了。”彭益果说，“医生说我的角膜已

经坏了，唯一能看见的可能是更换角膜。”

也是从2009年开始，彭益果独自踏上了异乡

求医的道路，北京、广东多家医院都留下过他的身

影，但始终眼疾难愈。

在这里，做好事是村民们的生活常态

休宁县江潭村欲打造世界“第一好人村”

“为老人做双棉布鞋，说起来是个小事，

可正是村子里有了像倪秀兰这样的人，村民

们才会更加温暖、和谐。”该村支书黄新俊说，

村风正、好人多，多年来，做好事、帮困苦、爱

集体早已成为全村人的共识和生活常态。

该村有3000多人，通过加强“打造好人

村”的宣传，“比先进”已深入人心。每年村

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奖项，获奖者

都会获得现金奖励。“这些钱不值一提，但能

获得这个荣誉是村民们最看重的。”村支书

黄新俊说，村里谁家有事，不用打招呼，来帮

忙的肯定不少，文明、友爱的风气已经成为

江潭村一张响亮的名片。

黄新俊坚信，通过不断地宣传好人，让

人人学好人、做好人，营造出一个互敬互爱、

热爱集体的良好村风，而这良好的风气又会

反过来影响村民，让村民感受到了集体的温

暖，村民的凝聚力就会不断提高。

采访补记

让文明友爱传递正能量

丁老师捐献爱心回报社会
好人档案：丁顺兆，44 岁，中共党员。现任休

宁县江潭初中总务处主任，荣获“江淮志愿服务个

人优秀典型”称号。

20多年前，丁顺兆从江潭村入伍，在一次执行

运粮任务中严重受伤。养伤期间，部队首长和战

友们的关怀，让他非常感动，发誓今后一定要用实

际行动来回报社会。

1991年退伍后，他回到了江潭村成了一名教

师。因为家贫，有些孩子不得不辍学，丁老师心里

颇为难受。虽然工资不高，家庭负担也重，但遇到

特别困难的，他就用工资为他们垫上学费。

2000年开始，丁老师就悄悄地结对帮扶一位

女同学，直到初中毕业。该同学的父亲在外务工

不幸遭遇车祸，且没有得到任何赔偿，母亲后来改

嫁，姐弟俩与70多岁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受到丁老师资助的同学还有很多很多。哪里

有困难，哪里就会出现丁老师前往捐助的身影。

石田中学的刘秋红同学患重病了，丁老师去了；

“倾城之爱——救助小宇航”募捐晚会上，丁老师

又去了……

她是孤寡老人的好媳妇
好人档案：倪秀兰，44 岁，溪口镇江潭村妇女

主任，被誉为“孤寡老人的好媳妇”。

今年春节前，江潭村村两委去敬老院送温暖，

搞了一个联谊活动。当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一个接

一个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倪秀兰的目光盯在

一位年近八旬的吴姓老人的脚上。

“有家有室有亲人的老人，谁大冷天的还穿这

样一双拖鞋呀。我一定要替他们每人都做一双棉

布鞋。”倪秀兰说干就干，再次来到敬老院，仔细问

清了每一个老人的码数，做好了鞋样，又从镇上买

来了鞋底、鞋面料，一针一线制作起来。

江潭村敬老院住了26名孤寡老人，要让每个

老人都穿着新鞋过年，白天没时间干，就得晚上赶

工。倪秀兰认为，老人们不求好看时尚，只求实惠

暖和。经过一个多月辛劳，鞋子做好了，如期穿在

老人们的脚上。

春节过后，江潭敬老院的老人一下子增加到

了35人。也就是说还有9个老人没有收到倪秀兰

的“礼物”。“他们来一个，我就给他们做一双，人人

有份。”刚歇下来没多久的倪秀兰又忙活起来了。

彭益果对未来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