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兄弟姐妹们，咱这被评为‘四星级

盲人保健按摩示范机构’了！全市第一

家，全省才三家！四星级已经是目前最

高的了！”

“太好了！”

初 夏 的 一 天 ，河 南 省 濮 阳 市 华 龙

区，一家盲人保健按摩养生堂内，窗明

几净，花草盈室，红彤彤的锦旗挂满墙

壁，一张张整齐的按摩床上一尘不染，

一份荣誉证书正在一位位盲人按摩师

手里传来递去。

前些日子，他们派代表赴昆明参加

了中国盲人按摩学会与中国盲人协会

举办的盲人按摩技能竞赛，在活动中脱

颖而出，被评为“四星级盲人保健按摩

示范机构”。

得知这一喜讯的按摩师们欢呼雀

跃，他们围拢住朱登伟，高兴地把他抬

了起来。

一

朱登伟今年四十九岁，来自河南省

封 丘 县 农 村 。 封 丘 曾 经 是 个 贫 困 县 。

朱登伟家兄弟姐妹多，因此比一般人家

更贫困。

童年时期，朱登伟和弟弟差不多同

时生了一场病，相继因高烧失明。着急

的 父 母 带 着 他 们 四 处 求 医 ，可 医 来 医

去，兄弟俩的眼睛都没能复明，还欠下

了巨额债务。

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生活还得继

续。相比其他孩子，朱登伟更懂事。他

知道，即便是一个盲孩子，终究也是要

离开父母独立的，一定要自立自强。十

二岁那年，他开始跟一些民间艺人学吹

笙、箫、唢呐，当地称之为吹响器。那些

年农村办红白喜事，一般会请响器班。

朱登伟嘴笨手拙，但他坚信勤能补拙，

哪怕吹得嗓子发干、腮帮子胀痛，他也

不放弃。几年下来，长箫短笛，他都能

吹得像模像样了。

这时，农村移风易俗，红白喜事大

操大办的少了，响器班的生意也少了很

多。学到的本领从此没了多大用处，朱

登伟倒没觉得多么遗憾。苦孩子出身

的他打心里不喜欢铺张浪费。不过，这

桩事使他明白，必须掌握一门能够走得

长远的手艺。

几经辗转，朱登伟进入开封市特殊

教育学校视障班学习。

在特校，朱登伟接触到盲文、国学

和按摩，切身感受到什么是“知识的海

洋”。因为耽搁了几年，朱登伟几乎是

同学中年龄最大的，这让他产生一种强

烈的危机感。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想把

耽误的时间都补回来。每天，他都是早

起晚睡，总是第一个踏进教室，生怕漏

听了老师讲的每一个知识点。课堂上

的 学 习 之 外 ，他 还 努 力 学 习 课 外 的 知

识，听读了几十本医学、文学、心理学方

面的经典著作。

特 校 三 年 级 下 学 期 是 集 中 实 习

期。有些同学离开学校，一边实习一边

闯荡社会去了。朱登伟也有些心动，自

己实习挣到钱，也能减轻父母的负担。

但他深知，没有真才实学是无法真正在

社 会 上 立 足 的 ，眼 下 所 学 的 还 只 是 基

础。他再次打开课本，埋下头来学习。

生活费捉襟见肘了，他从牙缝里省钱，

一碗开水加一个馒头，就是一顿饭。人

生没有白吃的苦。朱登伟终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河南省针灸推拿学校（现名河

南推拿职业学院）。

从此，他开始更专业更系统地学习

推拿按摩技艺：记人体穴位、肌肉结构、

经络走向，抓桌面练习指法，做俯卧撑、

指卧撑增强耐力，平举满满一盆水……

寒暑假回到家，朱登伟一天也顾不

上休息，他要把老师教给他的，手把手

地与弟弟切磋，他还在父母、邻居身上

练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冬天里，

手裂出了一道道口子；夏天里，热得痱

子长满全身，这一茬还没退去，那一茬

又冒了出来。不少学生一放假就荒疏

了学业，朱登伟的成绩却突飞猛进。尤

其在脊椎矫正、骨盆复位等方面，他练

出了独有的专精技艺。

二

从河南省针灸推拿学校毕业后，朱

登伟怀揣梦想，来到濮阳一家按摩店，

先是实习，继而就业，再到安家落户。

工作期间，朱登伟从不惜力气，也

从不喊苦和累。他的顾客大多成了回

头客，回头客又带来更多的顾客。

店里有一位负责给大家做饭的女

工，叫王琴，比朱登伟大一岁。她忙不

过来的时候，朱登伟就帮着她择菜、洗

碗、擦油烟机。

这一切，王琴看在眼里。朱登伟的

手艺、人品赢得了她的心，王琴的吃苦

耐 劳 也 感 染 了 朱 登 伟 ，他 们 走 到 了 一

起。从此，他成为她的依靠，她成为他

的眼睛。

婚后，两人商量着开一个属于自家

的店。盘算开店期间，最大的困难是筹

款。好在，岳母信赖女婿的手艺，她看

到女儿女婿愁眉不展、东挪西借，就把

自己的房子卖了，来支持他们。

2012 年 8 月 8 日，这一天，朱登伟终

生难忘。他白手起家，梦想成真，自家

的盲人保健按摩养生堂开业了！

养生堂的开业，让朱登伟和同是盲

人的弟弟有了归属感。他们的经营理

念是：诚信，利他，顾客至上。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经营的时候，

店里客人不多。有的按摩师心里恐慌，

担心店面运转不下去。朱登伟一面给

大 家 打 气 鼓 劲 ，一 面 带 领 大 家 钻 研 业

务、提升技能。他想的是，只要练好本

领、练精手艺，就不愁打不开局面。

给顾客服务时，从力度到节奏，再

到指法，每一个步骤，朱登伟都尽心尽

力，丝毫不马虎。夜静更深时，他结合

《黄帝内经》等典籍要义，练习指法的持

久力、渗透力、灵活度、精准度，常常一

琢磨就是一宿。

但是，顾客仍然零零星星。究其原

因，是人们对盲人按摩行业不了解、信

不过。怎样才能消除人们的成见和疑

虑 呢 ？ 朱 登 伟 琢 磨 ，还 是 得 主 动 走 出

去。空闲时候，他就组织员工到街头开

展公益活动，让过往市民免费体验他们

的按摩、刮痧、传统中医拍打等技艺。

那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朱登伟

拿出一沓事先打印好的彩页，将六名员

工分成三个小组，分头赴附近社区进行

“呵护脊柱，挺拔生活”科普宣传，有需

要的市民可免费体验他们的按摩技艺。

朱登伟和王琴是一组。他们遇到

一位母亲，女儿正在复习，眼看就要高

考，孩子的后颈却出现了问题，僵硬、酸

胀、疼痛。孩子顾不上去医院，一手按

着后颈一手做题。这位母亲看见朱登

伟夫妇，便把他们请到了家里。朱登伟

连续给孩子按摩了三天，孩子后颈的问

题解决了，后来还考上了满意的大学。

母女俩对朱登伟刮目相看，自那以后给

他介绍了不少客户。

有一位高中语文教师，患上了眩晕

症 。 大 小 医 院 都 看 了 ，就 是 找 不 到 病

灶。她对保健按摩本来持怀疑态度，可

实在没办法了，就来找朱登伟试一试。

朱登伟试探性地按压了几个来回，凭手

感察觉她的颈椎骨横凸有摆动，便心中

有数了。前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折磨

了这位老师数月的顽症即被朱登伟手

到病除。接下来又巩固了两天，这位老

师已一身轻松。

有人就此说朱登伟太不会做生意：

“大小医院都看不好的病，你掌握好火

候，让她一天好一点，按摩十天半月的

最好，不就可以多挣点钱吗？”

朱登伟摇摇头，反问对方：“如果患

这病的是你，或者你的家人呢？”

朱登伟又说：“手艺，手艺，靠的是

手，也靠的是守，要守住良知。守住了，

才是真正的手艺。”

当然，守住了手艺，也就守来了生

意 。 那 位 老 师 从 此 成 了 朱 登 伟 的 常

客。讲课讲得口干舌燥上火了，在讲台

上久站两腿酸麻了，她都来按摩。其他

人有腰酸背痛的，她也动员别人过来。

口口相传中，店里的顾客慢慢多了

起来。

三

2023 年 5 月 16 日，朱登伟的养生堂

前嘉宾云集，过往行人纷纷驻足，“四星

级盲人保健按摩示范机构”揭牌仪式正

在举行。中国盲人按摩学会行业管理分

会相关领导在致辞中说，在全国助残日

到来之际命名一批盲人保健按摩示范机

构，旨在促进盲人保健按摩行业规范化

建设，塑造行业典范，提升行业标准，鼓

励和促进更多盲人创业就业。河南省残

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相关领导代表省残联

送来十万元奖励资金，扶持其发展壮大。

开店十多年来，养生堂逐渐擦亮自

己的品牌。经理王兰说，店里的回头客

有两三千人，服务群体稳定。更稳定的

是员工队伍。店里常年用工二十人，高

峰时段用工三十人。无论最初参与的，

还 是 中 途 加 入 的 ，只 要 踏 进 这 个 大 家

庭，就不愿再离开。

三级盲人保健按摩师于磊来自周

口市农村，与朱登伟是当初读特校、推

拿学校时的同班同学。现在他们仍像

在学校时一样无话不谈，朱登伟在技艺

上每有新的心得体会，都毫无保留地跟

他和其他员工分享。“跟着他干，长本

事，有奔头。”于磊说。

来 自 濮 阳 县 农 村 的 九 〇 后 冯 苗

苗 ，是 店 里 最 年 轻 的 三 级 盲 人 保 健 按

摩 师 。 刚 来 这 里 实 习 的 时 候 ，她 只 会

小儿推拿，现在已成长为一个多面手，

艾 灸 、传 统 中 医 拍 打 等 样 样 拿 手 。 在

这 里 ，她 和 十 多 个 盲 人 兄 弟 姐 妹 改 变

了 自 己 的 命 运 ，从 家 庭 的 经 济 负 担 变

成 家 庭 的 经 济 支 柱 。 在 这 里 ，冯 苗 苗

还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另 一 半 ，组 建 了 幸 福

的 小 家 。 现 在 ，她 和 爱 人 笑 呵 呵 地 一

起 上 下 班 ，那 份 源 自 心 底 的 乐 观 、自

信，洋溢在小两口的脸上。冯苗苗说，

盲 人 虽 然 看 不 见 ，但 内 心 世 界 同 样 是

多姿多彩的。她和爱人学会了吹葫芦

丝、唱豫剧、拉二胡。每年元旦、春节，

他 们 这 些 员 工 都 会 自 编 自 演 文 艺 节

目，活动现场一片欢歌笑语。

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养生堂还会组

织员工团建活动，踏青、春游、野炊，亲

近大自然，感受生活中的诗与远方。他

们去过日照海边，去过内蒙古大草原。

去年秋天开业十周年之际，他们专门举

行 了 旅 行 庆 典 活 动 ，一 起 去 了 首 都 北

京，爬长城、爬香山，还特别去了天安

门，现场感受了升国旗仪式。

朱登伟告诉我，他们能走到今天，

有幸在全国性赛事上取得优异成绩，除

了自身的坚持，更离不开市、区残联的

关怀和支持。在用电用水等方面予以

倾斜和照顾不说，还送来盲杖、盲表、听

书机、血压仪等辅助器具，组织他们开

展触摸春天活动，送他们去郑州、北京

学 习 新 技 术 ，请 来 知 名 专 家 给 他 们 授

课。对此，他们只有更加努力勤奋地工

作，用双手回报社会。

“如果经营状况持续向好，我们还

想开一个分店，带动更多盲人就业，让

更多盲人兄弟姐妹自立自强，都能靠手

艺吃饭。”朱登伟认真地说。

“手艺如同一把钥匙，一束光。”冯

苗苗接过话茬，“有手艺，就能打开连接

世界的大门，带来明亮和幸福！”

制图：张丹峰

好手艺，带来明亮和幸福
刘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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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棕红色的细而嫩的芼草，突

然有一天在福建罗源湾南岸“火”起来

了。一排排、一条条、一片片，如花卉如

海蜇，在海里舞动漂荡着。它婀娜多姿

的身影，让人欢喜。这就是被渔乡人家

誉为“黄金草”的龙须菜。

龙须菜，光听名字，就知道有多神

奇瑰丽。的确，它真是渔家儿女幸福的

来源。别瞧它细如毛丝，嫩似芋泥，却

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许多营养，富含

氨基酸、蛋白质。可是，渔家人舍不得

食用它，他们要将养殖的龙须菜卖到餐

馆里，因此要小心地伺候它。

二十多年前，渔民郑诗德和其他渔

民一样，不但养殖有海带、紫菜，还养有

金色大黄鱼、红色石斑鱼、银色真鲷鱼

等各色各样的鱼。后来，罗源湾南岸漂

来了一簇簇一丛丛红色的龙须菜。当

渔民们发现这天然小草后，又惊讶又好

奇 。 他 们 请 来 专 家 查 看 ，结 果 令 人 激

动。原来，龙须菜不仅有食用价值，而

且不怕水质污染，甚至还能起到净化水

质的作用。了解到龙须菜身价的渔家

人，很快开始养殖龙须菜。

三 年 前 ，正 是 海 上 龙 须 菜 养 殖 业

兴旺时。绿鲍、黄鲍、红鲍养殖如火如

荼 ，而 龙 须 菜 正 是 鲍 鱼 生 长 最 好 的 食

物 。 几 乎 是 眨 眼 间 ，龙 须 菜 的 价 格 从

刚养殖时的一斤两三毛钱飞速涨到一

斤 一 元 两 毛 钱 ，而 且 需 求 量 越 来 越

大。强大的市场需求迅速推动了龙须

菜养殖业的发展。郑诗德的龙须菜养

殖 规 模 越 来 越 大 ，养 殖 量 从 原 来 的 两

三百条，到去年底，已经超过两千条，

相 当 于 当 年 海 带 五 亩 的 养 殖 量 。 而

且，比海带可观的是，海带苗一年只能

养 一 季 收 一 次 ，而 龙 须 菜 像 田 园 里 的

葱 和 韭 菜 一 样 ，可 以 一 个 月 到 四 十 天

里 种 一 次 收 一 回 ，从 秋 天 开 始 可 一 直

种养收成到次年的端午节。谁都不会

想 到 ，罗 源 湾 南 岸 的 海 水 种 养 业 又 迎

来一个蓬勃的春天。

如 今 ，罗 源 湾 南 岸 的 龙 须 菜 成 了

鲍鱼养殖户的抢手货。每天凌晨 3 点，

龙须菜养殖户都得开船下海区。为了

给 鲍 鱼 准 备 上 佳 早 餐 的 鲍 鱼 养 殖 户 ，

早已等候在那里。天空和海水一样湛

蓝而清澈，月光皎洁，星辉灿烂，渔火

欢快地跳跃着闪烁着。龙须菜的交易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进行。小船泊在养

殖 区 的 竹 架 边 ，渔 民 们 弓 着 身 子 伏 在

船舷上，双手伸进海里，把一根根长着

龙须菜的棕绳拉起来，装进小船，装满

三百条后开始过秤。心宽的龙须菜养

殖 者 ，以 一 百 斤 当 七 十 斤 出 手 。 买 方

也出手大方，对方秤杆一放，报个数，

这 边 手 机 一 点 ，多 少 钱 当 即 转 给 卖

方。现场买卖，现场结算，龙须菜养殖

户 干 劲 更 足 。 郑 诗 德 说 ，有 这 么 好 的

买家，他们凌晨卖龙须菜，上午接着采

苗播种，再辛苦也不累。如今，郑诗德

所 在 的 连 江 县 下 屿 村 ，还 有 另 外 几 名

养 殖 户 ，去 年 养 殖 龙 须 菜 单 项 收 入 都

在 二 十 万 元 以 上 。 养 殖 龙 须 菜 ，让 这

里的渔民日子越来越富足。

今 年 春 节 后 ，罗 源 湾 南 岸 更 热 闹

了。不仅下屿村，屿头村、前屿村、颜岐

村也开始养殖龙须菜，连可门港口岸下

宫乡几个村的渔民，也打算加入养殖龙

须菜的队伍。

因为这袅袅娜娜的龙须菜，一度平

静的渔乡又热闹起来了。

渔乡龙须菜
吴安钦

“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南

朝齐建武二年（公元 495 年），刚过而立

之年的谢朓，离开京城，来到宣城郡出

任太守。他在这片山水间游走、体悟，

找到了精神的家园。短短几年的宣城

任上，他写下了多首诗。随即，这一片

青山绿水便名扬天下，在文学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一缕明快旷远的山

水诗风，也从敬亭山下的这座城生发。

随后，孟浩然、韩愈、白居易、杜牧、

梅尧臣、文天祥……一位位著名诗人纷

纷来到宣城，这片土地上诵吟声不绝。

当然，最激动人心的还是一千多年前的

那个秋天，大诗人李白风尘仆仆来到了

宣城。他先后七次登临城北的敬亭山，

留有诗作四十多首。其中，《独坐敬亭

山》更成为千古绝唱：“众鸟高飞尽，孤

云 独 去 闲 。 相 看 两 不 厌 ，只 有 敬 亭

山。”一座江南诗山随即声名远扬。

时 光 倏 然 而 过 。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末，我所初见的安徽宣城，是一个江南

小镇的模样。那时的宣城只有一个十

字路口。我从百里之外的老家雁翅镇

坐轮船逆流而上，到达宣城需要大半天

时间。

80 年代后期，我参加工作的头两

年，每年因自学考试，会来宣城两次。

每次，都要在宛陵剧场门口买一只竹

篮，再到斜对面的宣城茶庄，帮父亲和

村里的长辈买一篮子茶叶。然后匆匆

赶到全城唯一的汽车站，坐最晚的一班

公共汽车到水阳镇。此时，离家还有十

五华里的土路。我沿着窄窄的圩心扁

埂路往家走。到家时，早已天黑，村子

已是一片静寂。当时的宣城，对我来说

实在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也从没想过

自己会在宣城安家。

十几年后，因为工作的调整，我把

家从圩乡小镇搬到了宣城。真正走近

这座城，我发现宣城已不是当年模样，

而是充满了生机和生长的力量。生活

在宣城的这些年，我更是亲眼见证着这

座城不断长大、不断变靓。

我越来越钟情于这座城。一到节

假日，我就喜欢在城里转悠。开始是

骑着自行车绕城转，现在城市越来越

大，改成开着小汽车转。宣城的空气

质量优良，适合在户外活动。这里的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省位居前列。

道路旁新建起的楼群，行道树上长出

的绿叶、绽放的鲜花，每每让人感到心

旷神怡。

我喜欢把车停在敬亭山下，然后

独自登山。到达山腰，“太白独坐楼”

兀立眼前。当年李白是否在此独坐已

无从查考。但每至这里，来到太白独

坐楼前，那些诗就会像山风一样萦绕

在我的耳际。正如敬亭山上望江亭廊

柱上的那副对联所言：仰观俯察，山色

水光，眼前恰是江城画；古往今来，骚

人墨客，耳际依然李谢吟。虽已隔千

年，但眼前的情景，似乎让人读懂了诗

人作诗时的心境。

环顾四周，环城高速如几条长龙于

山下盘旋，给这座城带来现代的气息，

让人感受到发展的活力。敬亭山北麓

是宣城高新区。那里塔吊林立，厂房鳞

次栉比，一个数百亿级产值的工业新城

正在迅速崛起。敬亭山西边是国家级

开发区。芜宣机场近在咫尺，一架架飞

机正凌空远去，在蔚蓝的天空划过一道

道长长的白线。东边，商合杭高铁穿城

而过。“两站”广场上，人来人往、川流不

息。南边，中央公园、九曲公园、宛陵湖

生 态 湿 地 环 绕 在 高 高 低 低 的 楼 宇 周

围。山和湖拥抱着这座城，带来温暖、

舒畅与清新。每当朝阳升起，我和这座

城市一道醒来，加入到宛陵湖晨跑的队

伍里。晨光照耀在宛陵湖的环湖路上，

人们在奔跑，树叶也在晨风中跳着舞。

晨跑途中，我常在宛陵湖的彩虹桥

驻足休憩。远眺岸边，柳丝拂水，绿草

如茵；近看眼前，流水潺潺，鸟鸣啾啾。

湖面平滑如镜，一城繁华倒映其中，与

轻纱淡抹的流云、湛蓝纯净的天空融为

一体。一只只白鹭轻盈地掠过芦苇和

菖蒲丛，在水间翩翩起舞。野鸭们悠闲

地游弋在水草丰美的水面上。好一幅

优美醉人的生态美景图。越过这片碧

波，目光的尽头便是绵延的敬亭山，蜿

蜒横亘在城北的高楼之外。

而在环城的宛溪河、水阳江上，也

架起了道道“彩虹”，澄江桥、水阳江大

桥、济川桥……一座座桥梁如天边悬挂

的美丽彩虹，连着环城高速，连起长三

角地区，把交通的便利快速地转化为发

展的速度。

入夜的宣城依然美丽。敬亭山顶

一百一十八米高的电视信号发射塔高

高矗立，闪耀在城市的半空，与宛陵湖

畔灯火璀璨的宛陵阁交相辉映。

当年李白来到这座城时，敬亭山是

“青山横北郭”。如今，随着宣城城市规

模不断扩大，“诗山”已居城中间。这座

古老的城，分明是一座不断生长的城，

也是一座崭新的城。新时代的宣城人

正在接续描绘这一幅美丽的城市长卷，

他们正在这片土地上谱写着新的奋斗

诗篇。

于我而言，这座城，实在是一个值

得寄托一辈子的地方。外地来过宣城

的朋友则说，这是一个来了不想走、走

了还想来的地方。难怪有一句话这样

说：诗意盎然敬亭山，情有独钟是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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