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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无碍
韩瑶和孙志远的女儿名叫一

心，益新公益正是取自女儿名字的
谐音。为了这个公益组织，他们付
出了爱和辛勤的汗水。不久前，韩
瑶一家获得沈阳市“最美家庭”标兵
户称号。

“创业路上，我们也经历了每个
创业者都会遇到的困难。有一次，
女儿要交兴趣班的学费，我把赚的
钱都用来举办公益活动了，只能把
她攒的压岁钱拿出来用。”韩瑶说。

看到女儿创业之初的艰辛，韩
瑶父母心疼地想劝女儿放弃，毕竟
女儿有赖以生存的技能，可以不用
那么累。

“用一朵花唤醒另一朵花，用一
个家庭带动另一个家庭。”韩瑶和孙
志远始终希望，用爱，可以让更多人
生活少障碍，甚至无障碍。

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想，韩瑶没
有放弃，她用实际行动帮助了很多
人，给这些人犹如“黑白照片”的生
活涂上了美丽色彩。

2016 年，韩瑶受省图书馆邀
请，一同为全省盲人创办了盲文杂
志，并担任杂志编辑、汉字盲文互译
及盲文校对工作，免费邮寄到全省
有需要的盲人手中。

近年来，韩瑶还帮助许多残疾人
在各类考试中申请无障碍考场，助力
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追求。

虽然工作很忙，韩瑶也坚持自
己照顾孩子，坚持夫妻俩独立带孩
子出游。“我的母亲，总会在我需要
的第一时间出现在我面前，但我觉
得不能把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推
给父母。”韩瑶说，特别忙的时候，
夫妻俩就把孩子接到办公室，孩子
自己玩或者跟导盲犬“红糖水”一
起玩，直到忙完工作，一家三口再
一起回家。

在韩瑶、孙志远的熏陶下，9岁
的女儿孙一心也积极参与各类公益
活动，为盲人领路，参加创建文明城
市公益活动，为贫困地区小朋友捐
款等，成为小小的“公益二代”。

在孙一心看来，“我的父母和别
人的父母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非
要找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们
做的工作有点儿不一样。”

走进沈阳市和平区益新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记者看
到了一个个忙碌的场景：有
专业社工为残疾人直播授
课,有残障人士在这里接受
康复指导，有志愿者在这里
帮忙筹备活动……而作为公
益团队创始人，孙志远在和
团队成员一起安装书架，韩
瑶在沟通协调最近的活动事
宜，电话、微信不断。

别人是看手机，韩瑶是

听手机，她的手指轻触手机
屏幕，手机会通过发声的方
式 提 示 她 操 作 。 导 盲 犬

“红糖水”不时地在韩瑶身
上蹭来蹭去，试图获得更多
的关注。

“我们最近有两场公益
活动，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想
在前面，力求完美。”韩瑶说，
这就是创业者的日常，除了
视力障碍为他们带来了一些
不便，他们与别人并无不同。

视障夫妻每年助力千余残疾人融入社会
李若溪 本报记者 关艳玲

1987 年出生的韩瑶先天性
低视力，一级视力障碍。然而，不
服输的韩瑶从未放弃学习。小时
候，爷爷用毛笔写下一个个大字
教韩瑶识字。再大些，韩瑶就用
爸爸买来的放大镜阅读。通过努
力，韩瑶从沈阳市盲校毕业并考
入长春大学。

“在大学，我学的是推拿，手
法很好，我觉得有了这一技傍
身，我能养活自己了，同时，也想
寻找另一种可能。”韩瑶说，大学
毕业后，她选择去北京，并在一
个残障人公益组织工作。在这
里，韩瑶成为我国首批视障人高
级速录师及残障人速录培训师，
并且与同事孙志远相识相爱，组
建了家庭。

与韩瑶不同，孙志远是后
天造成的视力障碍；而与韩瑶
相同的是，他也有一股子不服
输的劲儿。

“我从小就爱各种体育运动，
12 岁的时候在运动中不知什么
原因就出现了视网膜脱落。”孙志
远告诉记者，如今，他一只眼睛看
不见，另一只眼睛能有一半视力。

经过一段时间康复治疗，孙
志远离开家乡天津考入长春大
学，而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选择
了音乐。

“我就是想做点儿不一样

的。”孙志远说，毕业后，他也到了
北京的一家公益组织，成为一名
视障人广播节目制作人，他们的
作品在中国之声的残疾人之友栏
目播出。

2012 年，孙志远和韩瑶的女
儿出生。“我们无法一边带孩子一
边工作，也不想让家里老人放弃
自己熟悉的环境和生活，到北京
帮我们带孩子。”于是，夫妻二人
选择回到沈阳，并选择了创业。

谈及创业的初衷，韩瑶说了
自己的经历：小时候，自己用爸爸
买来的放大镜看东西依然很吃
力，但用同学的放大镜却可以看
到，这说明家长并不知道如何帮
助孩子选择。

“残疾孩子走出医院之后，
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有没有
机构能够通过专业测评给家长
一些建议？应该给予残疾孩子
融入社会怎样的社会支持？我
们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都绕
了不少远。而我们创业的初衷，
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少走
弯路。”韩瑶说。

2014 年，韩瑶、孙志远在民
政部门注册成立了沈阳市和平区
益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益新公益”），主要工作目标是
为残疾人赋能、提供社群服务，对
公众进行残障意识倡导等。

创办公益组织帮助残疾人

万事开头难。
“创业的初始资金主要来源于我

做推拿、速录赚的钱。”韩瑶说，最初，
他们一边努力赚钱，一边投身公益，
慢慢地，团队越来越大，能够承接政
府购买的服务项目，项目化运作支撑
了团队的稳定发展。

如今，益新公益核心团队有 8名
员工，100 余名社工，30 多名兼职的
懂残疾护理的推拿师，还有很多热心
公益的志愿者。为了更好、更专业地
开展工作，韩瑶考取了国家中级社工
师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

对有残疾儿童的家庭进行教育和
心理等方面的指导、对后天出现残疾
人士的家庭进行生活重建、开展残健
融合教育、进行残疾人技能培训……近
年来，团队的服务范围越来越大，受益
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益新公益
每年服务1000余名残疾人。

2020年，沈阳盲校与益新公益联
手为全市残疾人创建了社会实践中

心，占地 1700平方米，为残疾人提供
全方位免费的就业培训、社会融入支
持，开设残障特色课程，包括心理无
障碍沙盘，盲人通用文字、音频编辑
制作，非遗传承手作面塑等，助力残
疾人获得更好的学习和就业环境。

“我们发现，有些孩子可能存在
多重障碍，对于他们在学前教育上存
在一些难题，普通幼儿园和教育机构
不知道怎么去教这些孩子，家长费尽
心力，但是效果未必如愿。所以，我们
正着手开发视障儿童早期教育课程，
和盲校一起合作，对存在多重障碍的
孩子进行学前教育探索。”韩瑶说。

此外，沈阳市和平区残联与益新
公益联手创建了和平区残障人社会
实践示范基地，打造包括重度肢体残
障云客服、残障人网络直播、非遗传
承手作、残障人社会融入实践等特色
项目，让残疾人有更多创造自己人生
的机会。

有针对性的、专业的培训慢慢地

改变着残疾人的生活。
网上购物、手机导航、微信聊

天、出门旅游、拍照……这些看起来
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对于盲人来
说，却是难以实现的梦想。经过益
新公益开展的培训，很多盲人已经
掌握了智能手机的操作，他们还举
办带残疾人出行的活动，帮他们圆一
个个梦。

摄影，是光和影的艺术。然而，
一些人因视力障碍而无法感受光影
世界。“用耳朵听、用手触摸、用鼻子
闻、用心去感受，找到感兴趣的地方
按下快门，一样可以拍照。”孙志远
说，视力障碍人士一样可以用手中的
相机或手机记录美景，这就是非视觉
摄影。孙志远多年前就接受过非视
觉摄影培训，经过实践，孙志远总结
出了适合不同视力状况的本土化培
训模式，这些年来，他也通过非视觉
摄影培训，让越来越多的视障人士多
了一个感知美好“视”界的途径。

每年千余人获得帮助

韩瑶2009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
残疾人专业社会化服务工作，为残疾人
群提供包括康复训练、就业支持、社会
融入等各类服务，多年来累计服务残疾
人 5万余人次。孙志远研发了残障服
务课程，为社会公众参与助残志愿服
务提供指导，至今接受服务课程培训
的人员已有 2000 余人。他们把服务
更多残疾人士作为自己的事业和梦
想，在追梦路上，与韩瑶、孙志远携手
同行，不遗余力。

今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慈善法
执法检查组来辽宁开展执法检查时，也
来到益新公益，了解为残疾人服务情

况，并对团队的工作给予肯定。
此外，让韩瑶和孙志远特别开心的

是，很多在这里获得帮助的人，也通过
参与活动来帮助更多的人，成为公益路
上的同行者。沈阳一所高校的博士生
导师左老师曾经是益新公益的培训对
象。由于一次意外事故，左老师失明
了。突然的黑暗让他一时不知所措，困
在家中一年多，无法回归正常生活。在
益新公益的帮助下，左老师很快学会了
使用盲人手杖，并学习了读屏软件的操
作方法，现在他又回到工作岗位，并成
为益新公益的课程顾问。

不久前，益新公益做了一场针对

不同残障类别的无障碍直播课堂，聘
请了专业直播和电商团队的老师，针
对残疾人群打造特色培训课程，进一
步扩展残疾人就业和娱乐方式，帮助
残疾人享受科技支持下的信息无障
碍。针对中老年视力障碍群体，以及
从未接触过智能手机无障碍操作的学
员，左老师结合自己的学习过程，给予
了有针对性的指导。

同样从受益者变为公益参与者的
还有张女士。她的儿子小周患有自闭
症，两年前，她带着小周来这里接受一
些康复服务和指导。慢慢地，在更多
的交流和认可的环境中，孩子一天天

变得开朗起来，而且能够与团队一起
完成一些工作。而张女士，也成了这
里的志愿者。

“对我们接下来的活动，除了我刚
刚做的安排，大家还有什么想法？”下
班前，韩瑶把大家
聚集在一起开会。
话音刚落，小周举
起手说，“我可以弹
电子琴！”“好！”韩
瑶答道。

看着小周一天
天进步，团队里的每
个人都很欣慰。

公益路上携手同行

韩瑶是一名依靠导盲犬出行的视障
人士，但她凭借不懈努力，成为中国首批
视障人高级速录师和速录培训师。7年
前，她和同为视障人士的丈夫孙志远注

册了沈阳市和平区益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带领
社工和志愿者，致力于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
会，每年服务千余名残疾人。不久前，韩瑶一家获
得沈阳市“最美家庭”标兵户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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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远、韩瑶、孙一心一家和导盲犬“红糖水”。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韩瑶、孙志远在和大家筹备开展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