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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残疾却心怀大爱，勇攀珠峰；为了爱妻走上研发无障碍产品，帮助诸多聋人
家庭实现幸福生活……昨日上午，安徽省首场自强模范与助残先进事迹报告会在肥
举行，五位身残志坚或助残扶残之星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王廷民 记者 赵莉

7月3日下午，宿松洲头乡洲头村发生一起离奇事件，一位83岁独居老人被发
现死在自家房后的一个自建亭子里。据了解，老人生前多次流露将来与亡妻葬在一
起的想法，曾声称如果有一天自己身体不行了，他就会爬进那个亭子里静待死亡。

陈虹 星级记者 刘海泉

八旬老人死在自建亭房

据了解，去世老人名叫桂国华，现年

83岁，是宿松县洲头乡洲头村屯七组的

村民，也是一个老党员。

桂金水，桂国华的侄子，7月3日上

午，桂金水前往小屋看望叔父，发现老人

屋前的一袋青菜和两个西瓜已经霉变，

大门紧锁，室内电灯、收音机、电扇还在

开着。

桂金水感到奇怪，遂打电话给当时

送菜的侄媳妇，得知门前的菜是6月28

日送过来的。

因为一直找不到人，当日下午5点

左右，桂金水有种不祥的预感，随即向村

干部报告并向110报警。

村干部赶到现场，经过反复寻找，后

来到老人生前自建的“小亭子”旁发现老

人趴在亭子下层的“箱子”边，已经死亡。

当晚，当地刑警中队、宿松县公安局

法医赶到现场进行调查。经过法医检

验，排除桂国华老人非正常死亡的可能。

亭中有他的两任亡妻

据了解，桂国华年轻时先后娶有三

个妻子，除一个妻子离家出走外，另外两

个妻子均已因病去世。老人育有一个孩

子，也因病夭折。30年前，桂国华开始独

身生活，一个人居住在一间矮屋中。经

村民评议，桂国华获得孤寡老人救助补

贴，生活主要由侄子、侄媳照应。

近年来，村民陆续搬离，老人的几个

侄子多次叫老人搬过去与他们共住，老

人都拒绝了。洲头乡政府多次邀请桂国

华入住敬老院，老人坚持独居在此。

据当地村民介绍，20多年前，老人将

两位亡妻的坟墓挖掉，将骸骨收拾起来

在自己的屋后用青砖盖起一座类似纪念

塔的小亭子，上下分为两层，可以互通并

且上下都安装了木门，然后将亡妻的骸

骨分别安葬在两边，中间用木块“砌”起，

留给自己。

生前曾透露相关想法

经过现场查看，“亭子”门口摆放着

一堆木板。桂国华的侄媳说：“叔父经常

说，这么多年，感谢村干部对他的照顾，

感谢政府对他的照顾。大概是5月下旬

的时候，叔父不知道怎么了，自己钻到小

亭子里，把木板一点点拆掉丢在那里。”

“老人家生前多次流露将来与亡妻

葬在一起的想法，并一再叮嘱我们，他走

了，不要大操大办，不要麻烦太多的人。

如果有一天自己身体不行了，他就会爬

进那个亭子里静等，并提前留下遗言，对

村里的照顾表示感谢。”桂金水说。

事情发生后，桂国华的亲属纷纷赶

回，7月5日上午，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家

人到殡仪馆将桂国华的骨灰盒接回，并

遵照老人遗愿将他与亡妻合葬在一起。

八旬老人爬进自建亭静待死亡
目前遗体已火化，亭中葬有两任亡妻

安徽成立出生缺陷救助基金
让更多患儿得到治疗

星报讯（夏和寿 记者 雷强） 近日，

当事人周某离开法院后，高兴地向村邻

说：“没想到领回案件款只用了10分钟，

这么方便！”这是宣城市宣州区法院在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切实从解决群

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出发，着力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又一事例。

过去，在办理当事人诉讼退费、执行

领款等手续时，为防止涉案的钱财被冒

领、重领，设置了多层把关程序，致使当

事人要在法院跑多个部门签字，还要找

分管领导审批，经常会遇到等候或找人

难的问题。针对涉案退费、领款难的问

题，该院立行立改，经过调研，决定在切

实加强涉案财物内部管理的情况下，从6

月10日起只要经承办法官签字和所在

庭庭长审核，财务下账后当事人即可快

捷办妥退费、领款。该项工作的改进实

现了退费、领款手续简化，为人民群众提

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

从法院领回款项只需10分钟

年幼时，纪建宇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

了双下肢重度残疾，但是，他没有放弃人

生的梦想，小学、初中、高中刻苦学习。

因为当时政策的原因，残疾人不能

考大学，几经周折，纪建宇被招工到巢湖

市（原巢县）钟表刻字修配厂，成为一名

学徒工。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通过自

学获得电大本科毕业。后来，纪建宇用

自己的一技之长，创办了巢湖市防伪印

章厂。生意越做越大，他为众多残疾人

朋友安排合适的岗位，还开设了巢湖市

首家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站。

去年，他参加了“中国梦、我的梦、西

部爱心公益行”活动，与全国16名肢残

人穿越青藏高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成

为唯一登上珠峰的安徽肢残人。

双下肢重度残疾勇攀珠峰
巢湖市防伪印章厂厂长纪建宇

双下肢重度残疾的他登顶珠峰
我省首场自强模范与助残先进事迹报告会昨日感动合肥

崔吉平出生在贫困的农村家庭，11

个月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了左腿残

疾。1991年，他以全国第一的专业成绩

考入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在这里

开始了对梦想的追求，也遇见了他现在

的妻子史俐。

毕业后，崔吉平跟妻子结婚了。因

为妻子是位聋人，他经常半夜出差回家

进不了门，很多次拎着包住进了宾馆。

一次，崔吉平看到一个小朋友在玩

电闪玩具汽车，他想如果能够把这个放

在家中，放在聋人能够看到的地方，岂不

是问题就解决了。于是他便研发了一款

可以敲开聋人家门的门铃，随后他还和

团队一起研发了婴儿啼哭报警器、无障

碍闪光烧水壶等多种无障碍产品。

为爱妻走上研发道路
合肥大爱聋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崔吉平

吴江玲接触到的第一位脑瘫患儿叫

飞飞，五周岁，是一位痉挛型患者，不能

独立步行。听孩子的母亲介绍，飞飞从

出生起就被诊断为脑瘫，当时医生劝她

放弃，但是母爱让她选择坚持。从小飞

飞也进行了康复治疗，有一定的效果，但

最终由于经济的压力只能回家。

当吴江玲说能为孩子免费提供康复

时，母亲眼中流露出的感激和渴望深深

激励着她。从那时起，吴江玲每个周末

都会去飞飞家免费给他做康复，指导飞

飞的妈妈运用正确的手法对飞飞进行家

庭康复。在双方的努力下，飞飞各项功

能都得到了提高。

遇到脑瘫儿走上助残路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吴江玲

2000年师专毕业，陈娟被分到宿州

11中任班主任，班里的一个女同学梦高

挑、漂亮，却因小时打吊针而双耳失聪，

依靠助听器勉强听得见。

望着梦的双眸，陈娟暗下决心。陈

娟策划了一场“梦，我们和你在一起”的

主题队会，让她融入新环境。遇到重点

问题，她总是走到梦的身边大声讲出来。

默默付出的关爱深深地影响着梦。

毕业典礼上，梦和她的好朋友为老师献

上自编自演的舞蹈《感恩的心》，并以优

异成绩考上合肥幼师。

至今，陈娟已扶助 20 多名残疾学

生，为残疾学生及家长募捐10多万元。

10余年扶助20多名残疾学生
宿州市11中学教师陈娟

3岁的时候，包诗陵因病误诊导致双

目失明。在他5岁的时候，父亲因为突

发事故撒手人寰。

13岁时，母亲打听到安庆市有所盲

人学校，她毅然将包诗陵送到了该校去

读书求学。1980年，包诗陵考入安徽省

首届盲人推拿培训班。1982年3月，为

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包诗陵自筹资金开

办了一家中医推拿诊所，由此开启了他

的创业之路，推拿诊所规模越来越大。

在此期间，他还免费帮助了许多需要治

疗的病人，并主动帮助困难病人进行康

复治疗。他说，自己真正体会到了“帮助

别人，快乐自己”的含义。

盲人企业家身残志坚闯出一片天
铜陵市包诗陵中医推拿诊所负责人包诗陵

昨日，由港澳台8所高校学生组成的大学生徽文化研习营来到安徽体验徽文

化。研习营老师表示，希望通过交流，增进不同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年轻一代之间

的理解与互信，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 周慧 记者 俞宝强 程兆 文/图

7月6日上午，安徽省出生缺陷救助

基金会成立启动大会在合肥举行。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翠凤出席会议。

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为大力

开展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工作，我国确立

每年 9 月 12 日为“中国预防出生缺陷

日”，2011年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中国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先后在全国

开展实施“天籁工程”、“健苗工程”、“春

雨工程”等预防救助公益项目。安徽此

次成立出生缺陷救助基金，成为继山西、

贵州之后全国第三个设立该项基金的省

份。基金会主要将协助政府做好出生缺

陷干预、防治工作，力争让更多患儿得到

及时、规范、有效治疗。

大会邀请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

金会有关领导及部分中国工程院院士、医

学专家出席，就遗传学、预防医学近年来

学术前沿和最新研究进展举行专题报

告。 董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