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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考上大学的消息传来，整
个福利院都沸腾了。

“张新同学，恭喜你被泰山医
学院正式录取了！”2006年6月13
日中午，张新听到一个足以改变他
一生的消息。

他是不幸的，有先天残疾，但
他又是幸运的，在淄博市社会福利
院无数个“妈妈”的呵护中长大，成
为该院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

1985年，一个嗷嗷待哺的婴
儿被送入淄博市社会福利院。经
检查，该婴儿患有先天性青光眼。
福利院的“妈妈”们给他取了一个
富有深意的名字——— 张新，希望这
个命运多舛的男孩有一个崭新的
开始。

小时候，张新就表现出了一名
“哥哥”的担当和责任，他会在“妈
妈”累的时候送上一杯热水，帮“妈
妈”捶捶背；他会在“弟弟妹妹”哭
闹时耐心地开导，抱起“弟弟妹妹”
转一圈。他是“妈妈”们口中乖巧
懂事的好孩子，也是“弟弟妹妹”们
心中的榜样。

然而，随着病情的加重，张新
的视力越来越差，直至最终完全失
明，这带给他沉重的打击。原本开
朗乐观的小男孩变得沉默寡言。
看着他的变化，福利院的“妈妈”们
急坏了。

于是，“妈妈”们带着张新阅读
张海迪等人的故事，带着他了解身
边残疾人创业的故事……慢慢地，
张新走出了阴影，他不再因失明而
耿耿于怀，并暗暗下定决心，要用
出色的学业成绩和实实在在的行
动回报社会。他更加刻苦学习，更
加努力生活。

作为一名视障学生，张新付
出的努力是常人的数倍。为了记
清每一个盲文，他每天埋头在厚
厚的盲文书堆中，反复记忆那密
密麻麻的小米粒般的盲字；为了
熟记人体的构造、关节以及穴位
的分布，他细心地触摸人体模型、
解剖模型、骨骼模型的每一寸，晚
上睡觉前，还要在自己身上掐、

按，复习课上老师讲授的内容。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张新的付出没有白费，
他以优异的成绩，收到了泰山医
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圆了他继续
深造针灸按摩技术的梦想，也让
他成为了淄博市社会福利院走出
的第一名大学生。

张新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肯拼搏就一定能拥有美好未
来。张新常说：“每个残疾人都应
该有一颗平常心，要保持积极健
康的心态，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但
是咱有手啊！只要肯拼搏，就一
定能有美好的未来。”

2006年9月12日，张新在淄
博市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踏上大学之路。淄博市慈善总
会还专门奖励了张新6000元钱，
鼓励他在大学里好好学习，将来
好回报社会。

面对学校的环境张新显得信
心十足，在学校针灸推拿班报名
后，张新就兴奋地和老师交流起
来，一些新同学也在帮张新拿物
品。虽然看不见学校的样子，但张
新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张新的班主任金晖告诉记者，
他们班里一共招了50名学生，其
中有8名是盲学生，她相信这8名
盲学生一定会通过努力学好技能
并顺利拿到毕业证，将来一定会有
出息。如今她的话得到了验证。

张新说，上大学是他从小的
梦想，梦想变成了现实，他要谢谢
福利院“爸爸妈妈”们这么多年来
对他的照顾，如果没有这些“爸爸
妈妈”的教导，他不会跨入大学的
校门，张新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年
来关注和帮助他的好心人。

每个福利院的孩子，都有自
己的故事，或有身体残疾，或有家
庭不完整的缺憾，但是生活为你
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
开一扇窗。在感恩中，张新一直
在努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孙渤海

福利院走出首个大学生

2006年6月13日，张新收到了泰山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9月13日，他来到学校，被校园里一座由聋哑学生完成的雕塑吸引了。

淄博市社会福利院，小时候的张新和小伙伴在
一起。

2003年夏天，本报记者带着包括张新在内
的福利院孩子们到海边听海、看海。

聪明好学的张新有时间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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