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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亚 锋 院 轮 椅 上 的 逐 梦 天 使
孙利芳

日92月7年4202

一期星版4 伟伟吴：辑编 物人

7月 24日中午 11点 30分，位于市区康
盈街东段路南的河南聚乡音餐饮有限公司汝

州运营中心门前，红色的遮阳棚下，四五名志

愿者正在忙碌着做汤汁、下面条，东侧的街道

上，在志愿者的维持下，前来吃免费午餐的人

们已排起了长队。一位身穿灰黑色 T 恤衫的
中年男子一边和志愿者搭着话，一边忙碌着运

送食材。

中年男子名叫辛团伟，是从王寨乡辛庄村

走出去的一位农民企业家。如今的他已是河南

安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旗下

拥有 21家分公司。自 2003年起，辛团伟和他
的爱心团队一直持续做公益至今。

从城市到乡村，他带领团队每天忙忙碌碌
做公益

排队领饭的人群中，以中老年人居多，桔红

色的环卫工制服和藏青色的保安制服在人群中

格外显眼。62岁的李巧珍来自骑岭乡王堂村，
她和丈夫常留都是环卫工，王堂村距离市区有

10余公里，“每天在家里吃过早饭，骑着电车进
城上班，以前中午都是自己带点干粮、开水，凑

合着就算一顿饭。自从这里有免费的午饭后，我

和丈夫一直都在这儿领饭再回到干活的地方

吃。人家老板人真好，要不然我们这些人咋能吃

到免费的午饭，做得挺好，吃着怪美。”

70多岁的王大妈家是汝南街道的，因为
患有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在城垣路一家医院住

院 10多天了，她的家庭情况并不好，当天和另
一位患病住院的老人一同前来领午饭。“我们

住的医院离这边较远，但想着这儿有免费的午

饭，所以过来看看，饭做得真不赖！”老人说话

时，神情激动。

30多分钟的时间，满满一大锅的肉丝面
被领了个精光。志愿者于延杰告诉记者说，“中

午来领饭的大约有 110多名群众，有的人饭量
大，一碗不够，回来再领第二碗，只要有人吃，

我们就做。有时候人多，一大锅还不够分，还要

继续做，不过食材我们都准备得很充分。”

当天下午 5点 30分，在米庙镇敬老院对

面的小广场上，已经有 40多位
老人拿着各色的小饭桶排队等

候。20多分钟后，辛团伟带着他
的团队来到这儿，为周边村庄的

老人免费供应现场制作晚饭，今

天已经是第 6天来了。
支起红色的遮阳棚，六七名

志愿者架起大锅，接通液化气，

添水，炒菜，下面条……20多分
钟后，一大锅香气四溢的肉丝面

已经做好。此时，现场已经聚集

了 100多位老人。
“大家都别挤，排好队，天

热，怕热饭烫着大家，饭做得多，

每个人都能领到。”现场的志愿

者在一旁维持着秩序。

“面条做得很软和，已经吃了 6天了，非常
感谢！”榆树陈村 16组 81岁的宋二学老人掂
着领到的饭，脸上露着笑容。

30多分钟的功夫，所有在场的老人都领
到了肉丝面条。看着热闹的小广场渐渐平静下

来，擦着脸上汗水的辛团伟似乎放松了一下，

“天热，让老人们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回，我

才放心。”

“我做公益什么也不图，最大的收获就是
快乐”

“我做公益什么也不图，最大的收获就是

快乐”。说到自己 21年做公益的感受，辛团伟
用两个字“快乐”概括了。

从 5年前回到汝州开始在城垣路开办爱
心免费早餐店，到后来在康盈街为环卫工人、

保安、老年人免费做午餐，再到深入乡村为老

人们做免费晚餐，辛团伟说，一个人做一件好

事容易，关键是要持续做好事。

做饲料生意起家的辛团伟，1997年成立
了河南安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企业经过 6年
的发展，已小有名气，从 2003年开始，辛团伟
就开始参与社会上各种捐款、捐物等慈善公益

事业。“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吃过很多苦，深深

体会到农村困难家庭孩子的不容易，所以自己

经商有了一定实力后，首先想到的是帮助更多

家庭困难的人。”

回忆自己当初施爱心粥的初衷，辛团伟

说，这源于一件自己亲眼目睹的小事。10多年
前的一天早上，他在郑州某小区的家里走到地

下车库坐车去公司上班，遇到一名 60多岁的
环卫工人手拿馒头就着白开水在吃早餐，他停

下脚步问道；“您每天都这么吃早餐吗？”环卫

工答道：“是的，习惯了！”

环卫工人一句“习惯了”深深触动了辛团

伟的心。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形成，他要

开展“免费爱心粥”活动，来关爱这些底层劳动

者和弱势群体。

说干就干，他带领公司的人租门面、购设

备、买桌椅板凳锅碗瓢盆，“21世纪免费爱心
粥”店很快开起来了。每天凌晨 3点起床，他亲
自上阵熬粥、炒菜。炎炎夏日，在五六平方米的

操作间，汗水浸湿了他衣裤。“刚开始我还担心

因为面子问题没有人来吃粥，谁知道不到两天

消息传开了，来吃粥的人一下子达到 500多
人。”

随着爱心粥影响的日益扩大，志愿者义工

队伍也在不断扩大，每天来参与爱心服务的志

愿者增加到 30多人。经过几个月的运行，在郑
州市区像这样的施粥点已经开办了 4个，每天
免费服务的群体达到了上千人。“后来，更多的

志愿者把这项爱心事业越做越远，河南省很多

县市都办起了爱心粥店，甚至做到了山东省，

达到 110多家爱心粥店”，辛团伟自豪地说道。
5年前，辛团伟带领他的团队回到汝州做

爱心公益事业。“在外做公益，还是难以割舍对

家乡的感情。”

在他的支持下，位于城垣南路的爱心早餐

店，一直做到了现在。

2021年 7月 20日，汝州遭遇特大洪涝灾
害。7月 24日上午，辛团伟与家人及员工一
道，拉着一车爱心物资来到寄料镇政府，捐献

了 300箱矿泉水、300箱方便面，送上了汝州
在外人士对父老乡亲的一片真情。

如今，在康盈街设立的免费午餐点，已经

坚持了 3年多。从今年 5月初开始，在乡村开
展的免费晚餐活动，先后走进庙下镇庙下村、

陵头镇陵头村、米庙镇榆树陈村。

“免费午餐和晚餐活动开始以来，每个月

花在这上面的开支有五六万元。公司这些年运

转不错，花这些钱帮助弱势群体，我觉得很值，

也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快乐的事情。”辛团伟

说。

辛团伟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的

企业做好，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为他们

实实在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怀，如今，他的公司

正在开展帮助城乡富余人员掌握一技之长

活动。“我们公司有很多业务，包括饲料经

营、兽药经营、房产、汽车、酒水、熟食制作

等，比如我们的卤肉、小菜制作，有自己独家

的配方，都可以免费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多

一个就业机会。”

7月 24日中午，在河南聚乡音餐饮有限
公司汝州运营中心，5名前来免费学习熟食制
作的女性，在品尝了几道菜后，赞不绝口：“味

道真好，一定在这儿好好学，将来回去能开个

店、摆个摊儿。”

听到她们的夸赞，辛团伟笑得很开心，“这

么多年我都是自己一心一意做公益，不宣传不

张扬。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

的收获。”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一呼一吸，如此简单的一个动作，却维

系着整个人体生命的运转和代谢，赵颜祺就

是一个专门与呼吸打交道的医生。从医 20年
来，他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呼吸”这两个字

上，面对各种疑难杂症和危重病情，他勤于

钻研、敢于担当、一路坚守，成为了一名呼吸

内科的医学专家和一名出色的学科带头人，

与他的团队挽救了众多呼吸疾病患者的生

命。

赵颜祺现为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曾获河南省

疫情防控身边好人、汝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汝州市第三届敬业奉献道德模范、汝州市优

秀医师等荣誉称号。

“呼吸系统疾病群体基数非常大，但民

众知晓率低，很少早期干预，等到去医院看

病时，一般都非常严重，给生活及经济带来

沉重的负担。”2004年，在新乡医学院临床医
学系毕业后，赵颜祺来到了市第一人民医

院，先后在内东、普内工作。2016年，随着医
院的发展规划和细化分科，他进入呼吸内

科。问到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呼吸内科？他说

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呼吸系统疾病，早诊

断、早干预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呼吸科的患者病情大多较重，且病情进

展急、变化多，他深知必须有过硬的专业技

能，才能承担起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于是

他潜心专研业务，积极参加线上、线下各种

培训学习，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

术、新疗法，了解呼吸内科疾病发展的新动

态，积累新经验，用精湛的医术让一个个危

急患者转危为安。

“每一个生命都如此重要，患者及家属

愿意把生命托付给我们，这是对我们莫大的

信任，所以我们在挽救生命的过程中，要始

终怀揣对生命的敬畏，担负起生命的重量。”

赵颜祺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一天晚上，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接通

后传来一个焦虑的声音：“赵大夫，不好意思

这么晚打扰你，我是你以前患者的家属，我

家孙子发烧，在别的医院治疗一周了，一直

没有好转，今天复查说是重症肺炎，

需要转到省级医院治疗，可我们人生

地不熟的，想找你再给孩子看病。”

“不要着急，孩子这个情况应该

是支原体肺炎，前面用药方案也没

有问题，可以转入我们科室再看看。”听到

患儿的情况后，赵颜祺安慰家属不要着急，

在详细了解患儿症状及相关检查和用药

后，连夜安排转院事宜，使患儿的病情得到

有效控制。

“每当患者被成功救治，我的心里就会升

起一种成就感。”赵颜祺发自内心地说道。他

始终把“做一名让患者满意的好医生”作为追

求目标，始终牢记治病救人初心，对工作一丝

不苟，对医术精益求精，对患者一腔热情，赢

得了患者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为进一步凸显学科优势，实现学科发展

精细化、专业人员专攻化，在学科建设中，赵

颜祺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划分为

感染组、呼吸慢病组、肺占位组三个亚专业分

组，三个分组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他勇挑重

担，担任呼吸慢病组组长，并定下“建设学习

型科室，建设一流的呼吸科”的长期目标。

为了激励和锻炼年轻医生，赵颜祺主持

开展科内业务学习讲座，让科室人员每月轮

流授课，将学术讲座与临床病例结合起来，取

得良好学习效果。2023年，他带领团队参与
郑大一附院焦教授团队临床研究，荣获河南

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在他的带领下，科室的医疗质量与医疗

安全不断提升，知名度和群众满意度不断提

高，纤支镜小组开展儿童纤支镜灌洗 +NGS
检测、CT 引导下肺占位穿刺、肺功能监测及
肺康复治疗等一系列诊疗项目，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有到精，极大地满足了汝州及周边区

域百姓的就医需求。

工作中，赵颜祺始终一心一意情系患者，

主动担当、迎难而上，义无反顾投身于医疗救

治中，他以一份仰视生命的责任感，执着地为

生命守护。

20年间，赵颜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
心、良好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态度，不断

钻研业务，把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的仁心和使命担当。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笑容灿烂，文质彬彬，一副眼镜遮不住眉眼间的睿智和英

气，说话不急不缓，让人如沐春风，言语之中，满是对家人及他

人的感恩。如果只看上半身，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位下肢瘫痪

的阳光青年。

花季少年 天使折翼

他叫李亚锋，1991年出生于纸坊镇纸南村。从小，他就是个
乖巧勤奋、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家里离学校

远，每天 4趟儿跑步上学，练就了一
双飞毛腿，体育考试曾获长

跑第一名。

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

中招考试成绩公布，他顺利考入汝州市一高，他与伙伴们相约

去市区滑冰。

傍晚时分，因一个同学离家太远，他热心从邻居大爷家借

了辆脚踏摩托车送同学回家。没想到路途中，一个急转弯，刹车

不及时，连人带车冲进了路边深沟。

当他醒来时，下肢已失去知觉。医生和家人都瞒着他的病情，

乐观的他也以为这种病就像感冒一样，过段时间就好了。他还让同

学帮他订了高中课本提前预习，生怕因病情耽误开学后的学习进

度。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下肢还是没有一点点知觉，这才让

他意识到了病情的严重。躺在病床上，30多万的巨额医疗费，让
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拖累家人，成为废人，悲伤、绝望、痛苦、疼痛，像无边无际

的大海，淹没了这个 18岁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

抗争病魔 坚持锻炼

妈妈心疼地鼓励他：“李小龙也曾经因为神经受损导致瘫

痪，但他靠坚强意志，每天锻炼，奇迹般地康复了。只要有人康

复过，你也一定会康复！”

妈妈的话给了他深深的震撼和希望。

父亲李聚山外出挣钱，妈妈朱秋菊日夜照顾他。在医院整

整住了 4个月，病情依然没有好转，只好回家治疗。
长期的平躺导致他稍微坐起来就浑身冒汗，虚弱无力，站

立更不敢想。聪慧的妈妈把他的身子用绳子捆绑到门板上，再

把门稍微倾斜抬起来，让他一点点学站立。

第一次站立的那一刻，李亚锋瞬间心跳加速，浑身虚汗，仿

佛一种无形的力量拽着他的身体往深渊里拉，他苦苦挣扎，不

想被拽下去……直至彻底昏迷。

后来，妈妈把布条套在自己脖子上，让他摁着布条练习，哥

哥在一旁帮忙，每练一次，他、妈妈和哥哥李好亚都累得浑身是

汗。

看到家人的付出和爱，他下定决心：“我必须学会走路。”

父亲打听到温泉镇泡温泉、针灸、按摩，可以帮助恢复，一

家又奔赴温泉。几个月后，感觉下肢有了一点点知觉。他们满怀

希望再次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病已经成了脊髓空洞，神经彻底断了，永远无法

恢复。”

晴天霹雳，击碎了他所有的希望。他再次陷入绝望和悲伤

中，他想到了死亡。他趴到地上，用上肢拖着身体往外爬，想爬

到路上让汽车把自己撞死，一了百了。

家人看到把他扶起来，说：“世界上那么多身残志坚的人，

人家都坚强地活着，你为什么不行？”

这些话如一道闪电，点亮了他生命中的光。

“是呀，我的手，我的大脑，我的眼睛，我的嘴巴，我的上肢

都正常呀，别人能身残志坚活着，我为什么不能？”李亚锋在心

中暗暗说道。

读书学艺 开创事业

从此，李亚锋开始乐观面对自己的身体，加强锻炼，积极

生活，规划事业。在一次网络直播中，他遇到身残志坚的男主

播“惊风”，每天坐着轮椅用有趣的讲述帮大家解决情感问

题。他连麦询问，“惊风”解答了他的疑问。之后，他在“惊风”

的直播间做了小场控，他也要像“惊风”那样，靠自己的能力

帮助别人。

他开始疯狂地看书学习，通过学习提升智慧和能力。

李亚锋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台电脑和直播系统，是满

满一整墙的书籍。短短一年，他读了 30多本书，不仅忘却了身
体的残缺，更让他的思想和能力得到滋养和提升。

有了知识积累，他也有了做主播的想法。但家里没钱，李亚

锋从网友那里借了 5000元钱，买了电脑、麦克话筒、声卡等设
备。

硬件有了，还要有才艺才行。出生于唢呐世家的他，从小

练习唢呐，有很好的声乐基础，可因病情下肢无法用力，没有

气息再吹唢呐。他重新选择学习葫芦丝、巴乌、爱尔兰哨笛、

笛子等适合自己身体的乐器，努力让自己成为多才多艺的

人。

因为有音乐功底，李亚锋以一天一首歌的节奏，30天学了
《月光下的凤尾竹》《瑶族舞曲》《浏阳河》《女儿情》《牧羊曲》《菊

花台》《父亲》等 30多首葫芦丝曲子。
车祸后的第四年，22岁的李亚锋开始第一次直播。在“惊

风”直播间网友的帮助下，他第一个月就赚了 3000元。
“我也可以赚钱了，我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了，我还

能帮到别人了！”第一桶金对他来说意义重大，让他树立了信

心，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从此，他扎深直播行业，做才艺、相亲、语音主持，YY 平台、
斗鱼、虎牙、抖音、QQ 等，不断尝试，希望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方式。

他再次凤凰涅槃、华丽转身，从幕前主播切换到幕后领导

管理团队，从一个人自己直播，到带领一个团队直播。

他给粉丝团起名叫“天使团”，他希望像天使一样，守护身

边的人。

回报家庭 回馈社会

从小耳濡目染，妈妈孝敬奶奶，家人不离不弃，让孝敬父

母、家庭和睦、知恩图报的美德在他心里早早扎根。

他的第一桶金 3000元，给妈妈买了衣服，给爸爸、哥哥、嫂
子都买了礼物，自己最后所剩无几，但他却快乐无比。

他说：“人只有感受到爱，才知道被爱有多幸福。因为被爱，

我也学会了爱别人。妈妈为我做饭、洗衣、洗澡，给我端屎端尿，

我会努力报答我的母亲，我的家人。”

后来，他靠自己的能力买了辆电轮椅，可以看看外面的世

界了。

日子一天天亮堂起来。

现在，家里的电费，爸爸的手机费，生活开销他都有能力负

担，还不定时给妈妈转账 2000元自由花销。
2022年，他花 18.3万元给家里投资铺设房顶光伏设备，不

但节省电费，现在每个月还有 1800元左右的收益。
在网络做直播的日子，素不相识的人们给了他帮助引领，

让他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他铭记在心，回报社会，传递温暖。

他看到路边卖菜的大爷不容易，就买他的菜并多给几块

钱。看到村上路灯没钱开，他拿出 5000开通路灯照明。2020年
1月他给湖北省慈善总会捐助 2500元；从 2024年 3月开始，每
月捐助 100元用于希望工程助学……

善良的他觉得能让生活苦难的人好起来，也是对社会的

贡献，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做好事已经成了他的一

种习惯。

谈及未来，他充满信心和希望。他说：“在工作中我从来不

会暴露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博得同情。虽然，我会比别人吃更多

的苦，承担更多责任，但我想成为一个可以为家庭、为爱人、为

他人、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我会不断读书、锻炼、思

考，帮到更多的人，为更多的人带来温暖。”

辛团伟：21 年默默无闻做公益 低调而快乐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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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