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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压根儿没想到，那一朵无意间

闯入她生活的向日葵，会成为让她振

奋的契机，让她这位曾数年处于高位

截瘫状态的 90 后女孩，活出了人生的

精彩。

她是“用画笔记录温暖，传递正能

量”的“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她是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山东省劳动模

范”——漫画师丁姣。

一

若不是 2 岁时不幸患病、3 岁时不

得不做那个“术后一夜回到婴儿状态，

连坐都不能”的手术，丁姣本可拥有五

彩的童年。但她的童年里，只有医院

的白墙、白衣和打不完的吊瓶涂就的

灰白色。

“ 那 时 ，我 大 概 六 七 岁 吧 。 有 一

天，无聊地翻着电视频道，突然看到一

位老师正在教小朋友画画，我一下就

被那欢快的场景、金灿灿的向日葵吸

引住了……”虽说已是 20 多年前的事

了，可在丁姣清泉般悦耳的声音里，那

情那景宛如发生在昨天——

瘦瘦小小的丁姣，随即抓起桌上

做算术题的纸笔，跟着电视上的老师

和小朋友一起画了起来：先画一个大

大的圆圈，然后在里面打上小网格，每

个格子里点上一个小黑点，象征着一

粒粒饱满的瓜子；之后，在外面一圈一

圈地画上漂亮的花瓣……丁姣没有彩

笔，就睁着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惊喜地

看着电视里的小朋友给向日葵涂上金

亮亮的黄色，染出一朵又一朵流金淌

蜜似的向日葵，“顿时觉得心里好暖、

好甜”。电视教学节目结束了，丁姣从

此爱上了画画，尤爱那抹暖暖的金黄

和那朵始终围绕着太阳转动、成长的

向阳花。

那一次，丁姣虽然没能画出金黄

色的向日葵，但老师一遍遍重复的那

句话——“我们一定要画出向日葵朝

气蓬勃的精神”，却像冬日的暖阳、雾

中的明灯，在她小小的心田里种下了

一粒种子——

我虽不能像别的小朋友那样，可

以在楼下自由自在、快乐无比地行走、

奔跑；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可以背上漂

亮的小书包，欢欢笑笑、成群结队地到

学校听老师讲课，但我仍然可以朝气

蓬勃，像那朵昂然挺立的向日葵，甚至

是窗外那些小野草，不管风雨怎么吹，

最终都会立起来，健健康康地成长。

“我一定要站起来！我一定能站

起来！”丁姣对自己说。

二

苦心人，天不负。 2007 年春暖花

开之际，经过 14 年浸透着汗水、血水和

泪水的漫长治疗、康复训练，当初术后

连“坐起来”都无法完成的丁姣，终于

能扔掉拐杖，摇摇晃晃地独立行走了！

同年 9 月，治疗、康复之余刻苦自

学的丁姣经过学校的考查测试，如愿

走进课堂，成为一名在读学生，而且是

一名直接跳过小学、从初中一年级读

起的中学生！

“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同学和老师，

感到很紧张，不知道该如何与大家相

处。”虽说这之前，丁姣也零星地参加

过几次美术辅导班学习，但那多是几

个或 10 多个孩子一起学，且有母亲全

程陪伴。现在她要独自与四五十名性

格迥异、活泼好动、普遍比自己小二三

岁的初一年级孩子同班，丁姣生怕行

动不便的自己会给老师和同学们带来

麻烦。

将心比心，丁姣替老师和同学们

着想，老师和同学们也尽心尽力为丁

姣排忧解难，努力帮助她更快更好地

融入集体。

军训时，同学们在操场上训练，丁

姣则在操场上帮同学们看管衣物、水

杯等东西。几天下来，同学们晒黑了，

丁姣白皙的脸上、手上也有了明显的

“色差”，她却十分开心：“能与同学们

一起晒黑，感觉自己与他们的距离一

下就拉近了，自己真的成了他们中的

一员了。”

上体育课时，丁姣因身体原因无

法与同学们一起活动，老师就让她在

操场旁为同学们加油鼓劲。虽不能参

加到同学们的运动中，但能看着他们

跑啊、跳啊，为他们鼓掌、叫好，丁姣就

跟自己参与其中一样兴奋。

其实，那时刚能摇摇晃晃独立行

走的丁姣，身体还相当虚弱、单薄。有

时候，她会因熬夜学习、过度劳累而病

倒，不得不住院治疗，等身体好点了，

才能重返课堂。

“你为什么不能早点休息，少熬点

夜呢？”堂姐心疼这个刻苦的妹妹。丁

姣却坦言道：“我也不想这么累啊！可

我这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不能不努

力啊！”

回忆起丁姣的学习生活，她的堂

姐百感交集地说：“丁姣走进校园后，

所吃的苦、所受的累，一点儿不比之前

手术、治疗、康复训练时少。”但丁姣却

说她“真的不记得了”，之后又仿佛是

自言自语地说：“笑也一天，哭也一天，

我只想开开心心面对每一天。”

三

高考时，丁姣因为文化课发挥失

常，被调剂到一所专科学校。她做通

父母的工作，决定复读一年。可就在

她交好费用、准备去复读时，那所学校

招 生 办 的 老 师 再 次 拨 通 了 丁 姣 的 手

机，诚恳地邀请她“先到学校来看一看

再说”。

别看丁姣长着一张笑容甜美的娃

娃脸，但她的骨子里却有一股执拗劲

儿。她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初衷：“看

看就看看，权当旅游了。”

“你来这儿就读后，我会让你忘记

自己是一名残疾人。”乍一见面，就听

到这样的“许诺”，丁姣既惊喜意外又

有些疑惑，问道：“您凭什么能做到这

一点？”

“我们准备让你和其他同学一样，

靠自己的努力、能力和实力来说话，我

们相信我们的学生。”听到动漫学院院

长王老师如是说，丁姣的心猛地被触

动了。

随后，王院长详细介绍了学院的

情况与教学计划，并对丁姣大学的学

习生活给出了初步的建议和规划。丁

姣听着这些讲解，一个念头在她心里

渐渐萌芽：自己在身体上已经站了起

来，现在她想在这所学校里，让自己从

心理上也一点点站起来，不再把自己

当成一个需要照顾的人！

入学后，丁姣才猛然发现：自己曾

引以为豪的绘画技能，与一些已会在

电脑上作画的同学相比，明显太落伍

了 。 一 些 同 学 早 在 高 中 甚 至 是 初 中

时，就会利用互联网查阅资料自学，自

己 却 是 到 大 学 后 才 开 始 学 着 用 电 脑

……面对这些年龄比自己小、现代化

学习能力和绘画技能却高出自己一大

截的学弟学妹们，丁姣倍感压力，但她

坚信：自己能一步一步“走”进大学校

园，也一定能“学有所成”地走出校园、

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能力回报社会、

回报父母的有用之人。

丁姣勤学苦练的同时，王院长对

她这个特殊学生予以了特殊的激励，

千方百计为她创造或提供参加校内外

各种比赛活动的机会，让她在大大小

小的实战中积累经验、扩展眼界。丁

姣感叹：“这种激励方式，真的很有效、

很暖心，也让人更有尊严感。”

丁 姣 第 一 次 参 加 全 国 性 的 漫 画

比 赛 ，为 了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完 成 创 作 ，

她连续七天七夜吃住在教室里，直至

如期完成了参赛漫画作品。后来，这

组 以 丁 姣 自 身 成 长 经 历 为 素 材 的 漫

画作品《懦懦的梦》，荣获了“第十六

届 齐 鲁 国 际 动 漫 艺 术 博 览 会 原 创 漫

画金奖”。

之 后 ，国 家 励 志 奖 学 金 、“ 全 国

大 学 生 自 强 之 星 ”称 号 、“ 全 国 优 秀

共 青 团 员 ”、各 种 漫 画 比 赛 奖 等 奖 项

和 荣 誉 ，鲜 花 盛 开 般 绽 放 在 丁 姣 成

长的路上。

2016 年，石榴花开的季节，丁姣光

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四

2021 年 8 月中旬，随着东京残奥

会开幕式的临近，丁姣“越想越觉着，

自己必须要为即将召开的残奥会做点

什么”。

“中国残奥运动健儿为国出征，同

为残疾人的我，必须要用手中的画笔，

为他们加油鼓劲。”已经参加工作多年

的丁姣，毅然将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

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创作构思中。

没想到，开幕式的前两日，她所在

动漫公司的领导突然对她说：“丁姣，

你准备准备，公司和市残联想让你为

残奥会画点东西。”

“我已在做准备了，一定努力完成

好任务。”丁姣兴奋而响亮地回答道，

她的心中闪过一句话：果真是“机会只

垂青有准备之人”。

2021 年 8 月 24 日晚，东京残奥会

正式拉开帷幕，中国残奥运动员在赛

场上挥汗如雨地拼搏着，丁姣深受鼓

舞 ，在 电 脑 和 画 板 上 ，通 宵 达 旦 地 为

这些身残志坚、让五星红旗一次次在

赛 场 升 起 的 中 国 残 奥 冠 军 们 创 作 着

可 爱 的 漫 画 像 。 中 国 残 奥 冠 军 们 看

到自己生动传神的漫画形象后，纷纷

转发、留言。

即便加班加点地创作，丁姣的绘

画速度仍跟不上中国队夺冠的速度。

比赛结束时，丁姣只画完了 42 幅漫画

像，离 96 幅冠军漫画像的创作目标还

差一大截呢。她的右手手腕因劳累过

度拉伤了韧带，她却缠上绷带，戴上写

着“勇敢拼搏，不怕困难”的护腕，继续

画啊画……

国庆节前夕，丁姣终于如数完成

了 96 幅东京残奥会中国冠军的漫画像

创作，实现了她“用自己的画笔，把中

国残奥冠军顽强拼搏、勇争一流的精

彩故事画下来、传下去”的梦想。

丁姣没想到，这组漫画像作品能

有上亿的点击量，受到中国残联的表

扬，被数十家主流媒体报道；她更没想

到，国际残奥委员会也关注了她的作

品，并在次年春发来热情洋溢的创作

邀请函，邀请她创作北京 2022 年冬残

奥会主题的系列漫画。

“这也太意外了吧！”面对这份跨

越千山万水的邀请函，丁姣喃喃自语

道：“没想到我的作品，能被国际残奥

委员会关注和喜欢。”

“可国际残奥委员会对北京冬残

奥会漫画像创作有什么要求呢？”丁姣

问自己，也问公司领导，问一直关注她

的 王 院 长 。 最 后 ，她 得 到 的 回 答 是 ：

“没什么具体要求，根据你擅长的风格

和想象，自由发挥。”

“这可就难了。”丁姣既高兴可以

自由发挥，又感到巨大的压力。有的

时 候 ，没 要 求 的 创 作 反 而 比“ 命 题 作

文”更难找到灵感和方向。加之冬残

奥会因天气和场地因素，运动员需要

把面部保护好，比赛时都包裹得特别

严实，很难看到运动员的面部表情，想

要 抓 住 运 动 员 夺 冠 时 的“ 标 志 性 笑

容”，难度陡然增加。

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丁姣

看到盲人火炬手一遍遍尝试着，终于

靠着不放弃的精神成功把火炬准确插

上火炬台的场景，泪水瞬间模糊了她

的双眼，创作灵感喷涌而出：他们在冰

雪 上 比 赛 ，其 实 也 是 战 胜 自 我 的 过

程。永不放弃的精神，就似一双双隐

形的翅膀，带着身体残缺不全的他们，

在洁白的雪花、晶莹的冰面和曲曲折

折的赛道上，勇敢地拼搏逐梦。

凌晨时分，丁姣一气呵成地完成

了盲人火炬手成功把火炬插上火炬台

的 漫 画 像 作 品 ，同 时 发 到 了 微 博 上 。

一天之内，这幅作品的点击量就达到

了“10 万+”。

丁 姣 却 无 暇 享 受 首 战 告 捷 的 喜

悦 。 她 紧 跟 着 赛 场 上 运 动 健 儿 的 步

伐，在她的工作室里苦思冥想地构思

着、创作着。不能看到运动员的面部

表情，就更多地去观察他们的动作，尤

其是独有的、精彩的动作，然后准确、

生动、传神地定格、记录下来，再配上

可爱的动漫要素，把他们在比赛中最

闪光的瞬间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

五

东京残奥会、北京冬残奥会，两个

相隔仅半年的国际赛事，100 多幅残奥

运动员漫画像创作，让丁姣有种“跑了

马拉松，又参加了五项全能比赛”的疲

惫感，她好想美美地补上一个觉、睡到

自然醒，可马上又要投入到城市公益

卡通形象的绘画工作中……她的知名

度越来越高，成了许多企事业单位、中

小学校争相邀请进行宣讲的“正能量

偶像”。

父母不忍心身体有恙的丁姣如此

劳累，劝她减少一些社会活动。丁姣

却淡淡一笑说：“没事。我可以的，我

必须要坚持。”

因她心中有个小小的却如金子般

闪闪发光的信念：

“如果我的分享，能够对他人——

尤其是一些残疾人朋友、中小学生们

——有一点点帮助或启发，让他们更

多一些积极向上的心态，那我苦点累

点也都值了。能为社会做出一份自己

应有的贡献，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的

事啊！”

听着这样真诚的话语，我仿佛看

到，在丁姣逐光而行的征程中，她也把

自己变成了一束光，一束温暖、明亮却

朴实如初的光……

图①：丁姣在工作中。

图②：丁姣创作的漫画像作品。

以上图片均为丁姣提供

制图：张芳曼

画出美丽人生
蓝 茹

近来，有友人赞叹：“夏天去过你老家

长江澳，是个好地方！”是呀，夏日的长江

澳真的很有诗情画意呢！蓝天白云，海鸟

翱翔，银滩绵延，任你俯拾那些美丽的贝

壳；碧波盈盈，不急不缓的悦耳涛声，是流

淌在心头难舍的浪漫。

长江澳位于福建平潭岛海湾，“长”是

宽敞的意思。自长江澳北端的国彩村东

侧，往南延伸至君山脚下，长度约 10 里的

这片海湾被称为长江澳。长江澳也是平

潭的三大海滨沙滩之一。

30 年前，长江澳海滩可以说是村民

的“生计滩”。

长江澳是平潭的大风口。据《平潭县

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长江澳狂风刮起

的沙尘，一夜掩埋了 18 个村庄，可见当时

长江澳周边生活环境的恶劣程度。过去，

长江澳的浪潮将海底的海蚌与螺贝冲刷

到海滩，这些贝壳沉淀在沙滩上，日积月

累形成丰厚的“壳矿”。退潮时，村民纷纷

到海滩上挖掘贝壳，洗刷晾干后，出售给

壳灰厂煅烧制成白灰，作为建造房屋和修

船的重要材料。在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

国彩村有半数以上的家庭，主要依靠挖捡

贝壳维持生计。

国彩村海滩的东侧外，有一片突出海

面的礁岩，村民称为“过港”。在潮汐退潮

时，这些礁岩会完全裸露出来，我与小伙

伴常常去那里捡螺、捉虾、钓鱼。收获的

小鱼小虾与螺贝，给当时的伙食增添了不

少滋味。

若是 30 年前人们来平潭旅游观光，

村民会感到相当疑惑：“这些城里人舟车

劳顿来海边看什么？这里没什么可看的

啊！”我也深以为然。因为，那时的平潭是

座孤岛，缺粮、缺电、缺淡水。

其实，平潭的自然风光是很美的。如

我的老家国彩村，村子西边的低谷里，有

清泉长年向东流淌。而在国彩村西北侧

的山涧里，也有涓涓溪流流向村里。这两

股溪流在贯穿村中的县道公路桥下汇合，

径直流到村子东南侧的低洼地，再与南来

的上攀湖水合流，积聚成为一个小湖泊。

然后，湖水从从容容地融入东侧的长江澳

怀抱。这水溪的美称叫玉带溪，而湖泊则

称月亮湖。从高处俯瞰，小溪像一条晶莹

闪亮的玉带，月亮湖也是波光粼粼，美轮

美奂。

小时的我，缘何没有留意家乡的美

景呢？只因那时海岛的经济落后，虽然

家乡美景给自己带来了不少野趣，但是，

让我印象更为深刻的却是生活的贫穷与

艰辛。田园、海滩在我们的记忆里与其

说是诗意，不如说是劳作。小时候，为了

生计，我的父亲常常漂泊海上，母亲带着

我 们 小 孩 耕 作 那 三 分 自 留 地 。 我 上 学

时，课余时间要跟着大人下地，种小麦、

拔花生、插地瓜秧，样样都做过。在捕蟹

汛期，大人们收网归航，我们小孩到家后

马 不 停 蹄 地 帮 着 拆 卸 缠 在 渔 网 上 的 海

蟹，经常劳作到很晚。到清晨时，还要挑

着海蟹到集市上出售……

距离产生美。我们往往会对日常的

美景熟视无睹，不以为奇，而羡慕别处的

风景。我在高中毕业离开平潭岛之前，未

曾感觉很留恋海岛。那时只想着，乡下娃

得努力离开海岛，到城市里去发展。直到

我在省城求学与工作之后，每次回乡时，

站在福清的码头上，眺望对岸的平潭岛，

才意识到自己永远不能像一个游客那样

看待生我养我的故乡。

跨入 21 世纪，孤立一隅的平潭得到

了机遇的垂青，焕发了蓬勃生机。 10 多

年前，平潭综合实验区成立。2010 年底，

平潭海峡大桥建成通车。与此同时，海

岛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2020
年底，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新建成的平

潭海峡公铁大桥迎来了第一列动车。这

座桥建于被世人称为“造桥禁区”的长乐

松下港与平潭苏澳码头间的海峡，从此，

进出海岛又多了一条快速的跨海通道，

平潭岛摇身一变成为开发建设的热土。

这些年来，曾经“光长石头不长草”

的平潭岛，随着交通的便利与名声的远

扬，游客纷至沓来。于是，村民纷纷开发

经营石头厝民宿旅游，菜馆开了一家又

一家。不时有朋友来问我哪些菜品是当

地的特色菜，我总是不假思索地推荐一

些平潭风味小吃，因为，这些以地瓜为主

材的特色小吃是我们早年过节时不可或

缺的美味。

如今，平潭已不是以前所描绘的“风

沙满地跑”的情景了。大部分的村野、道

路都种上了树木。村庄、街道也变得干

净、整洁。随着北部湾生态廊道的延伸，

珍珠般地串联起偏僻的渔村，深藏闺中的

山海美景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国彩村

也加大了村容村貌建设的力度，铺设了水

泥路，清理扩建了玉带溪，在海堤上修建

了海景观光台……宽敞的环岛公路已经

延伸到国彩村西边。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回到长江澳，

在海堤上散步，只见皓月当空，距海堤不

远处的海滩上，隐约可见一处崭新的石

厝。据说，那是一位长年在外打拼的乡

邻，如今回来维修老宅，可能是想回到这

里长期居住了。

我思忖：许是这位乡邻，年少时离乡

外出打拼，事业有成后定居都市，晚年终

于回归故乡，所以修葺了这面朝大海的石

厝，可以晴时踏浪拾贝，雨时凭窗听涛。

看来，家乡越变越美，不变的是人们心中

那份浓浓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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