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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瑶和她的导盲犬“红糖水”到
沈阳盲校参加活动，许多同学有幸
第一次见到了导盲犬。

导盲犬给韩瑶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成了她的眼睛。过马路、上
楼梯，导盲犬的到来，让韩瑶看到了
更加广阔的世界。

目前，沈阳只有 5 只导盲犬，能
够接受导盲犬带来的服务，韩瑶觉
得自己特别幸运。

导盲犬带主人
逛母校很兴奋

昨日下午 3 时，在沈阳盲校门前
的人行横道旁，韩瑶左手牵着一条
黑 色 的 拉 布 拉 多 犬 ，右 手 高 高 举
起。犬穿着红色背心，颈部系有铁
链，上面的标牌上写着“导盲犬”。

导盲犬左顾右盼，在接到主人
发出“走”的命令后，确定安全，就
带领主人向马路对面走去。韩瑶
的步行速度照比健康人稍微慢了
一些，在教学楼前，导盲犬停了下
来 ，它 在 向 主 人 发 出 信 号“ 有 台
阶”，当韩瑶的一只脚踏上台阶后，
导盲犬方才起身向前行进，带领主
人进入教学楼。

与韩瑶同行的，还有她的益新
公益团队，他们是到沈阳盲校参加

“开发自身潜能提高参与能力”的主
题活动。她与母校师生一起过盲人
节，为同学们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过
程与创业经历。

韩瑶这只导盲犬有一个特别的
名字，叫红糖水。红糖水见到同学
们也从不惧怕，也愿意接受来自同
学们的抚摩。

“坐下，怎么样，妈妈的母校漂
亮吗？”红糖水侧着头蹭着韩瑶的肩
膀，似乎完全听懂了主人的话。对
于主人发出的走、卧等口令，它都会

第一时间执行，它已经成为韩瑶出
行的“第二只眼睛”。

韩瑶称，从动物行为学角度分
析，动物有助于残疾人的康复。

韩瑶的视力属一级视障，也就
是只有光感，接近于全盲。在红糖
水没有出现之前，韩瑶出行只能靠
盲杖，或者由家人带领，“现在，我想
去哪就去哪，真是方便极了。”

遇电动车冲过来
它会用身体保护

2019 年 5 月，韩瑶从位于大连的
中国导盲犬培训基地领回红糖水。

“它的培训成本二十多万元，我能申
领成功真的没想到。”在回沈阳之
前，韩瑶在基地与红糖水共同生活
了一个多月，各项考核全部通过了，
达到了默契后方才将它领回。

有了红糖水的带领，韩瑶乘公
交、坐地铁，哪怕是打出租车也不再
有任何顾忌了。“只要戴上装备，红
糖水就是一名战士。”韩瑶称，虽然
与红糖水只相处一年多，带来的便
利数不胜数，“它让我触摸到了更加
广阔的世界”。

韩瑶的女儿今年只有 8 岁，“红
糖水”的到来，给她的生活带了无限
乐趣。父母都是残疾人，原本有些
自卑的女儿变得更加开朗，她总会
说，“等姐姐写完作业，我再陪你
玩。”红糖水会乖乖地守在一边等姐
姐，那渴望的眼神像个孩子一样。

每当女儿带领红糖水遛弯时，
每遇到有单车向她冲来，红糖水会
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用身体保护主
人。

“它不同于其他狗狗只是主人
的宠物，红糖水已经成了我的家人，
她让我们全家的生活更加多彩。”韩
瑶说到动情时几近哽咽，“它的服役

年限 8—10 年，而它的寿命也就只
有 十 余 年 ，几 乎 一 生 都 在 为 人 服
务。”

“红糖水”的体重达 35 公斤，在
饮食上与其他狗狗差不多，而且水
果、牛奶等必不可少，吃得皮毛油光
发亮。

导盲犬在沈阳只有5只
“红糖水”就是其中之一

昨日下午，中国导盲犬大连培
训基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沈阳目
前只有 5 只导盲犬，红糖水就是其
中之一。

基地自成立以来，总共培训了
200 余只导盲犬，给视障人士带来
了许多便利，分配给辽宁的导盲犬
也只有二十余只，沈阳总共有 7 只，
其中有两只已经退役，目前正在服
役的只有 5 只。

基地的工作人员来沈阳，都会
特意看一眼“红糖水”。同样，韩瑶
要定期为红糖水做体检、打疫苗，
并将它的健康状况反馈给基地。

“红糖水”在成为导盲犬之前，
它的寄养人是在导盲犬工作基地做
训犬师的曲女士，由于刚出生时身
体极其虚弱，它没吃过妈妈的奶水，
而是曲女士用红糖水一点点喂大
的，所以取名为“红糖水”。身体恢
复正常后，它的聪明与睿智超出了
许多在基地接受训练的导盲犬，就
这样，它被带到基地接受了长达一
年半的训练，最终成功毕业。在韩
瑶领走“红糖水”的时候 ，曲女士哭
成泪人。

据了解，全国盲人协会 2019 年
5 月 的 数 据 显 示 ，目 前 全 国 共 有
1731 万视力残疾人士，导盲犬数量
却不足 200 只，极其稀缺。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邵睿

韩瑶女士在心爱的导盲犬“红糖水”的指引下过马路。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白天与黑夜，对于他们，不过是地球的自转；四季的变换，对

于他们不过是温度的冷暖。你伸出的一双援手，你坚定的一次上

前，你友善的一个微笑，都能为他们扫清黑暗。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日，让我们不做冷漠的旁观者，在他们

需要帮助的时候，成为他们的眼，一起发现世间的美好！

开栏语

“红糖水”不只是导盲犬
是我的家人是第二只眼

盲人按摩师：
一场高烧视力消失
一门手艺点亮世界

清瘦、健谈、手有劲儿，正在给客人按摩的周龙发看上去和正常
人没有什么两样。初次见面，很多人都不相信他是个盲人。

4岁时，因为一场高烧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周龙发的视力逐渐下
降，勉强上完初中，未来的路和眼前的世界一样“消失了”。周龙发说
自己性子急，越看不见越想快，撞墙、摔跤、不时头破血流，陷入一片
黑暗之中的他在慌乱中陷入绝望。

偶然听到南昌有盲校可以学习按摩技术，周龙发跟父母说想去
试试。家人很担心，但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总比在家混吃等死好”。
从江西万年县农村只身来到南昌学按摩，两年后，他顺利在南昌的一
家按摩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

靠手艺养活自己，周龙发从黑暗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拿到第一
个月的工资时，他似乎看见有微弱的光照亮未来的路。3年后，他辞
职创业，开起了自己的按摩店。一技傍身，周龙发有了底气，“大不了
再回去上班”。

那一年周龙发19岁，却拥有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的心智，他归功
于“看不见，所以想得多”。盘来的店有很多会员却没什么生意，周龙
发给会员挨个打电话，原来这家店转了好几次手，之前的店主不认前
任办的卡。周龙发对会员说：“你尽管来，我认，而且还有优惠。”于
是，老会员回来了，还带来了新顾客。

诚信经营、吃亏是福，这是周龙发收获的第一条“创业经”。凭着
这一理念，如今他已经在南昌开了3家按摩店、1家按摩医院，招收了
近30名员工，月薪从5000元到8000元不等。“他们都是视力障碍人
士，有的半盲，有的全盲。”周龙发说。

“解决一个盲人就业，就带动一个家庭脱贫。”视障人群就业渠道
少，周龙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盲人不仅自食其力，还能
养家糊口，不成为家庭的累赘和社会的负担。他说，一路走来，自己
得到了残联等政府部门和很多好心人的帮助，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
一种方式。

现在的周龙发性子还是急，说话快，做事利索，用手机、玩电脑、
网购，健全人能做的，他尽量要求自己都能做到。旁人说他要强，他
说这是自强，语气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据新华社

盲人钢琴教师：
耳朵当眼摸键盘
音乐带来希望光

吃完午饭，李云侠牵着王香君的手去午休室，王香君习惯了中午
小睡一会儿。这个场景在十几年前的校园里也曾反复出现。那时候
李云侠是老师，王香君是学生，现在，她们成了同事。

这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有点不一样的是，王香君
患有先天性视神经萎缩，她是学校里唯一一名盲人教师。

14日上午，合肥特殊教育中心。王香君的办公室宛如一个小小
“植物园”，绿萝、虎尾兰、多肉植物盆栽……阳光透过玻璃窗，生机盎
然。

梳着利落的马尾辫，王香君正在用盲人专用电脑备课。
“我喜欢音乐，喜欢弹钢琴。”王香君说。2019年，23岁的王香君

回到母校合肥特殊教育中心，成为一名钢琴教师，给20多名盲童上
课，“我的学生们都很可爱，从他们身上仿佛感觉到了小时候的我。”

王香君出生在安徽省淮南市一个普通家庭。“小香君的奶奶曾在
小学里教音乐，是她音乐上的启蒙老师。”王香君的妈妈郭天荣说，现
在香君也成了很多孩子的启蒙老师，她非常热爱这份工作。

从学生到老师，这个过程并不简单。
8岁的时候，王香君进入合肥特殊教育中心学习，也是从那时起，

她开始接触钢琴。
“盲人学钢琴很难，首先就是琴键找不准。”王香君说，那段时间

除了文化课，她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在了练琴上，“练了3个月，
最基本的指法手型才纠正过来。”

说起小时候的王香君，李云侠的眼里满是怜惜。“她的耳朵就是
她的眼睛。”李云侠说，小香君的世界一出生就是一片黑暗，音乐为她
的生活带来了一束光，让她变得坚强和勇敢。

学琴要吃苦，盲人更难，但小香君特别认真，老师教到哪里，她就
学到哪里，甚至会给李云侠超过预期的惊喜。

王香君先后通过了钢琴十级、声乐八级考试。2015年，王香君成
为安徽省第一位参加普通高考的盲人考生，以优异的成绩被天津音
乐学院录取。

异地求学，艰辛可想而知。在妈妈的陪伴下，2019年，王香君顺
利完成了大学学业，在校期间，她多次在钢琴大赛中获奖。

“这么多年，许多爱心人士都在帮助我、鼓励我，让我一直有信心
在音乐这条路上走下去。”王香君说，选择当老师，就是希望把这份爱
和鼓励传递给更多的盲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