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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肢体残疾人，是否只能一
辈子躺卧床上、由他人照顾？是否
无 法 离 开 家 门 ， 追 求 “ 诗 和 远
方”？是否无法帮助他人、为社会
作贡献？

“ 不 ！ 只 要 活 着 ， 就 不 能 认
命，就要活出精彩！”肢体残疾人
何宁用他的“斜杠”身份，作出了
明确的答复。他是江北区恰如家养
老助残爱心服务中心副主任、残疾
人辅具配送师、脊髓损伤康复培训
师、轮椅电商创业合伙人、小学生
励志辅导员、残疾人旱地冰壶运动
员⋯⋯2023 年，他光荣当选为海
曙区人大代表，是本届海曙区人大
唯一坐在轮椅上的代表。

自 从 16 岁 时 因 病 高 位 截 瘫
后，何宁的双腿再也没能站立起
来，但他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坚
韧不拔、永不放弃，一步一个脚印
地走出了精彩的人生之路。在第
33 个 “ 国 际 残 疾 人 日 ” 到 来 之
际，记者专程采访了何宁。

坐在轮椅上，也能追
求幸福人生

1977 年，何宁出生在海曙区
一个普通的家庭。1993 年，正在
读初三的何宁因突发脊髓炎高位截
瘫，被迫放弃学业。每天除了治
疗，他就只能躺在床上，生活无法
自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何宁
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雪上加霜的是，那时何宁的父
母双双下岗，父亲也因病丧失了劳
动力。好在宁波是一座大爱城市，
社会各界为何宁一家捐款，帮助这
家人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

为了生计，何宁划着轮椅来到
网吧打工，不求工资有多高，只求
能 免 费 学 习 电 脑 技 术 。 1996 年 ，
他第一次创业开办了一家网吧，赚
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同时，
何宁学习做外贸和服装生意，依靠
自己敏锐的头脑和坚韧不拔的毅

力，成功抓住了电商迅速发展的机
会 ， 2006 年 ， 他 开 了 一 家 淘 宝
店，在网上销售服装，生意逐渐做
大。

2014 年，何宁因家庭变故暂
停电商业务，开始去全国各地旅
行。在旅行途中，他拜访了在网上
结交的残疾人朋友。在他们的启发
和鼓励下，回到宁波的何宁又意气
风发地投入到工作中。同年，在病
友的介绍下，何宁参加了江北区恰
如家养老助残爱心服务中心的康复
培训，生活自理能力得到提升，在
日常生活中再也不需别人形影不离
的照顾了。

2015 年，何宁考取了 C5 汽车
驾照，购买了一辆小轿车。在一对
病友情侣的帮助下，他乘坐飞机远
赴成都，勇敢地向一名漂亮女孩求
婚，并在求婚成功后把女孩带回了
宁波。得到消息的女孩母亲立马赶
到宁波，何宁开着汽车前往飞机场
迎接。当女孩母亲看到何宁从汽车
驾驶室出来时一下子愣住了，因为
她没想到高位截瘫的他也能开汽
车。

“也许是因为我开着汽车去接
她，让她相信我有照顾她宝贝女儿
的能力，因此就同意了我俩的婚
事。”何宁感慨地说。

以亲身经历鼓励病友
勇敢地“走出去”

在肢残人群体中，脊髓损伤者
是最为痛苦的，他们不仅行动受
阻，还时时受并发症的困扰。他们
致残后往往失去工作能力、失去家
庭，同时家庭经济也会因治疗陷入
困境。

“虽然我拿到了一个很差的人
生剧本，但只要不服输，也可以把
人生大戏演绎得足够精彩！”何宁
说。

江北区恰如家养老助残爱心服
务中心，是全国脊髓损伤者的“希
望之家”，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康
复机构，被众多脊髓病友视为“第
二个家”。2015 年，何宁在“恰如
家”举办婚礼，接受病友们的祝
福 。 2017 年 ， 他 开 始 在 “ 恰 如

家 ” 担 任 同 侪 志 愿 者 ， 2018 年 ，
入职做同侪康复培训师。何宁和
同事主要为脊髓病友提供“同伴
支持”康复服务，为新来的脊髓
损 伤 者 提 供 陪 伴 式 康 复 训 练 指
导，激励其重树生活信心，重新融
入社会。

“在‘恰如家’，同侪康复培训
师和志愿者除了提供技能培训，其
实最重要的是做脊髓病友的‘灵魂
摆渡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舞
他们勇敢地克服困难，跨过人生的
一道道坎。”何宁说。

脊髓病友整天躺在床上，生活
无法自理，一开始大多意志消沉。
何宁和其他同侪培训师上门探望，
第一项任务就是给他们提供心理上
的支持。

“你看，我也是高位截瘫者，
但我能开着汽车，想到哪里就到哪
里；你看，我们那么多病友，一起
坐着轮椅出门，到北京、南京等地
领略祖国大好河山；你看，我们组
建了轮椅舞蹈队，还获得过全国大
奖呢⋯⋯”何宁和同事经常用这样
的“奇迹”，唤醒一个又一个脊髓
病友沉睡的心灵，激起他们生活的
勇气。于是，一个又一个脊髓病友

在他们的陪伴下走出家门，来到康
复机构训练。

“脊髓病友一定要勇敢地‘走
出去’！要加强康复训练，提高生
活自理能力，努力掌握一定的职业
技能，这样既可以减轻家人的负
担 ， 又 可 以 拓 宽 自 己 的 人 生 道
路。”何宁说。

作为海曙区人大代表，何宁尽
心履职，积极为残疾人鼓与呼。

“我希望社会各界能够进一步
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现在，
地铁站内的盲道、轮椅坡道、车厢
内的语音报站等方便了残疾人的日
常生活，也彰显了社会文明。但
是，后续无障碍环境维护和管理还
有提升的空间。”何宁说。

作为人大代表，何宁针对当前
无障碍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关于残疾人无障碍停车位管理
的建议，呼吁社会各界树立无障碍
理念，增强责任意识，做到规范停
车、文明出行，给予残障人士更多
的关爱和支持，让社会“有爱无
碍”。“作为人大代表，我深感重任
在肩。”何宁说，“今后我将积极履
职，更好地倾听和反映残疾人的心
声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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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宁在打轮椅旱地冰壶。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庞
赟） 挑高几十米的玻璃顶门诊大
厅，取药最快只要十几 秒 的 智 能
一 体 化 药 房 ， 宽 敞 明 亮 的候诊
区⋯⋯昨日，升级改造后的宁波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外滩院区门诊楼以
全新面貌开放。当天上午，2100
多名患者到新门诊楼就医。

新门诊楼一楼大厅左侧综合服
务中心有多个“潮汐式”服务窗
口，能提供就医咨询、病历复印等
服务。“潮汐式”服务窗口可以根
据门诊的人流量及时调整开放数
量，有效缩短咨询求助的患者排队
等候时间。

整个门诊楼布局合理，每一层
诊室都和急诊楼连接。一楼诊区和
急诊区域相连，二楼和影像科、B

超检查区域相连，三楼和检查区域
相通，方便患者就医。

为给患者提供更舒适、便捷、
高效的就医体验，门诊楼以疾病中
心化为主，科学规划各科室位置，
设立消化病中心、骨科中心、泌
尿肾病中心等，专科专病化的布
局让患者看病更有的放矢。此外，
集中设置影像科、检验科、超声科
等检查及治疗科室，形成诊疗闭
环，减少患者就医过程中来回奔
波。

外滩院区门诊大厅智能化水平
明显提升。在一楼门诊大厅有全新
的智能一体化药房，病人取药最快
仅需十几秒。一楼大厅还有十几台
全新的一体化就医自助机，方便患
者自助预约挂号、结算等。

宁大附属第一医院外滩院区
门诊楼换新颜

见习记者 王婧霞
通 讯 员 张雯琴

在北仑区柴桥街道芦北社区的
华峰公寓，一张红纸黑字的捐款名
单张贴在小区门口，格外醒目。几个
月前，通过华峰公寓居民自筹，这个
30 年历史的无物业老小区安装了
智慧停车道闸系统，居民“停车难”
得以解决。这也是该小区在熟人“领
头雁”的带领下进行自我管理办成
的又一件大事。

随着城市的快速更新，老旧小
区因管理缺失面临诸多问题。借老
旧小区改造、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的契机，2020 年，华峰公寓成立了

“峰巢红管家”志愿服务队，有 40 多
年党龄的华峰公寓网格支部书记虞
国光，凭借深厚的群众基础、丰富的
企业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被推选
为“峰巢红管家”志愿服务队的“领
头雁”。

这支队伍树立“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理念，
积极参与小区治理。他们带头认领、
养护小区内的绿地，督导垃圾分类，

巡查不文明现象，同时开展免费磨
剪刀、裁剪衣服等志愿服务，赢得了
居民的称赞。

居民有难事、烦心事，都可以在
“居民说事点”畅谈。天然气入户、停
车不便等问题，在“居民说事点”的
推动下解决了。

今年年初，虞国光多次召集党
员和居民代表在“居民说事点”开会
讨论，大家最终决定安装智慧停车
道闸。“峰巢红管家”的“车管会”挨家
挨户走访，发动居民捐款，3天时间就
筹集到了3.7万余元资金。在社区的
支持下，智慧停车道闸顺利安装。

“社区赋予我这份责任，我就尽
力做好表率，让大家少一些争吵，多
一分和谐。”虞国光说，在志愿服务
中，他感受到了家园的改善给居民
生活带来的便捷，自己也颇有成就
感。

在柴桥芦江边长大的社区党委
书记刘佳告诉记者：“社区的工作主
要是做‘人’的工作，共建共治共享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小区自治的核
心在于居民的广泛参与，所以激发
居民的内生动力是关键。”

找准“领头雁”

这个老小区自治有新解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我们的家园

凡人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