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01 版）完成摆件后，投递员
无需在驿站值守，可外出揽收邮
件，进一步增加收入。”徐州邮政无
人驿站项目负责人韩释萱说。

对于居民而言，收到取件通知
后，通过小程序生成二维码扫码进
入驿站，根据取件码精准定位邮件
位置，经出库仪扫描即可完成自助
取件，全流程无需等待、无需登
记，真正实现“即扫即取、随到随

走”。为保障邮件安全，驿站内配
备云监控系统，实现进出记录与取
件行为全程可溯源，让便捷与安全
并行。

作为徐州邮政数字化转型的
示范项目，智能无人驿站首批计划
在全市布设 10 个站点，以 “全天
候、智能化、零接触”的服务模式，
有效解决传统快递末端服务时间
受限、人力依赖度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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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洒进厨房时，汤锅里正咕嘟咕嘟吐着泡泡。
“起来了妹妹，咱梳梳头，喝口汤。”
清晨，李秀侠搀扶起躺在床上的小姑子周香连，动

作娴熟地为她梳头。周香连从床头拿起一本书，纸页间
夹着干枯的绣球花瓣，蓝紫色的脉络像极了李秀侠手
背上密布的褶皱。
这看似平凡的瞬间，在时光的褶皱里闪烁着细碎的

光，拼凑起第九届江苏省道德模范、贾汪区江庄镇周埠
村村民李秀侠最动人的模样。

一肩挑起九口之家

1975年，李秀侠嫁给丈夫周厚全。彼时，年迈的婆婆卧
病在床，六个弟妹都还未成年，身为教师的周厚全难以兼
顾家庭，李秀侠毅然承担起照料一家九口人的重任。
“当时就想，这个家需要有人撑着。”回忆往事，李秀

侠粗糙的双手无意识地摩挲着洗得褪色的围裙。
寒来暑往，她一次又一次用平板车拉着婆婆到十几

里外的县城治病。有一次天降大雪，路面湿滑难行，李
秀侠屡次摔倒，却坚持着爬起来拍打掉身上的雪，继续
拉着平板车赶路。到医院时，她的棉衣已被汗水浸透，
停下脚步便冻得浑身发抖，心里却只惦记着给婆婆买
碗热汤暖身子。婆婆确诊胃癌后，李秀侠毫不犹豫地把
家中仅有的一头猪卖了，凑齐手术费。
“要不是嫂子，这个家早就散了。”在弟妹们的记

忆里，李秀侠就像不知疲倦的陀螺，白天田间劳作、洗
衣做饭，晚上缝缝补补、收拾家务，日复一日，将六个弟
妹一一抚养成人。

“要把苦日子过成好日子！”李秀侠的话语，化作
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弟妹们的成长之路。

病榻上创造医学奇迹

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改变了 19 岁周
香连的命运。高位截瘫的诊断书像一纸冰冷的判决，医
生曾断言：“最多再活两年。”
由于长期卧床，周香连的身体长出了褥疮，久久难

以愈合。看着骨瘦如柴的小姑子，李秀侠心疼得直掉眼

泪，她当即决定把周香连接回自己家中照顾。
为避免疮口感染、溃烂，李秀侠每天帮她翻身、清

洗疮口、涂抹药膏。担心周香连长期卧床寂寞，李秀侠
省吃俭用，跑到城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和小录音机，放到
小姑子床前给她解闷。
如今，在李秀侠的精心照料下，61 岁的周香连面色红

润，头上没长一根白发，打破了医生的“死亡预言”。

善行种子生根发芽

后高村有一位住在养老院的哑巴老人，李秀侠时常
买鞋袜、衣物送过去；五保户李庆彬身体不好，她经常
带着食物前去看望，还帮他套被子、缝补衣服……
夕阳西下，李秀侠一边给小姑子梳头，一边念叨着明

天要给哑巴老人送双新鞋。周香连轻声说：“嫂子总说
自己做不了大事，可这一件件平凡小事，最见人心。”
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2022 年，周埠村成立“李

秀侠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通过一系列特
色志愿服务活动，让榜样的典型示范转化为群体效应，
文明新风劲吹彭城大地。

◎记者手记：

在这个崇尚“快”的时代，李秀侠用“慢”诠释了

“伟大源于平凡，真情贵在持久”。这种“慢”不是落

后，而是对初心的坚守。这日复一日的坚持，就像大洞

山麓的枣树，年轮里刻满风霜，却始终向着阳光生长。

省道德模范李秀侠用凡人善举点亮文明之光，让中华

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藏 在 褶 皱 里 的 爱
——— 记 第 九 届 江 苏 省 道 德 模 范 李 秀 侠

本报记者 闫琦 实习生 洪婉琳

高考结束后，徐州各大医院眼科门诊
迎来近视矫正手术的就诊高峰，咨询量
和检查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其中，高中应
届毕业生和高校学生成为手术 “主力
军”，占比高达 80%—90%。升学体检、专
业报考及改善形象的需求，促使他们选
择在暑期集中接受手术。

咨询手术量激增三倍 低
龄化趋势明显

近日，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屈光中心候
诊区常常座无虚席。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
了徐州市县区、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区的近视
患者外，还有很多湖南、东北、甘肃，甚至在
国外学习工作的近视患者慕名而来。
“单日门诊量 300 人次，单日手术量

80—100 台，有时候甚至超过 100 台，较平
常增长 3—4 倍。每天的检查手术都要排
到晚上 10 点以后。”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屈光手术中心主任、眼科诊疗中心副主
任、市眼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眼防所党
总支部副书记朱冉介绍。
来自山东枣庄的鲍同学满脸期待地

告诉记者：“我爸爸曾经在徐州做过近视手
术，这么多年过去了，视力一直保持得很
好。所以我和家人都特别放心来徐州做手
术，希望能摆脱眼镜的束缚。”
“6 月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占到 80%至

90%，他们大多是因为报考专业的需求，许多
专业对视力有严格要求。进入 7 月后，高校
放暑假的大学生和高考学生成为激光手术
的‘主力军’。”朱冉表示，目前的手术患者
呈现出近视低龄化的趋势，“很多来做手术
的高三学生，近视时间长达 8 至 10 年。”

手术有严格适应症 患者
多为自主选择

朱冉强调，近视手术并非适合于所有
人，有着严格的适应症要求。想要通过
激光手术摘掉眼镜的患者，必须进行详
尽完整的专业术前检查，以评估是否适
合手术及选择何种手术方式。通常要求
年龄在 18 岁至 45 岁之间，近视度数相
对稳定，角膜厚度和形态达标。患有严
重眼病或全身疾病者亦不适宜手术。

记者走访发现，徐州市场主流的近视手术方式包括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晶体植入术，价格区间在 1.2 万至 3 万元。在采访中，大部分学生表示，接受手
术是他们自主做出的决定。他们会主动查阅资料，深入了解手术原理、风险和
术后效果，在手术方式的选择上也更有自己的想法，更关注术后生活品质。
“选择手术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平时戴眼镜生活太不方便了。”一对 18 岁

的双胞胎高考生（近视800度伴 400度散光）在同一天接受了TICL植入手术。
年轻人自主决策的背后，则是健康意识的提升。“这正反映了当代年

轻人更成熟的健康观。”朱冉分析，现在的孩子更注重获取专业信息，会
综合考量手术利弊，而不是盲目跟风。

专家提醒：术后护眼需终身坚持

“手术不能根治近视，激光手术后并非一劳永逸，不需要科学用眼
了。”朱冉提醒，手术仅能消除现有度数，无法逆转近视导致的眼球结
构改变（如眼球拉长）。因此，相关的视网膜变薄、青光眼等风险依然
存在。术后患者必须遵医嘱定期复查、按时用药，这些对恢复效果至关
重要。同时，必须终身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用眼 40 分钟应远眺 5
分钟，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防止视疲劳导致视力回退。
在复兴眼科医院，刚做完手术的郑同学戴着透明防护眼镜在休息。他表

示手术过程轻松，只需保持眼睛不动即可。而徐州中学的毕业生小周经过
深思熟虑后决定暂缓手术：“我了解到手术仅是矫正而非治愈，进入大学
后学习任务繁重，用眼强度会很大，近视度数可能会继续增长，存在回退
风险，于是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等眼部情况稳定后再做也不迟。”

对于这种已成常态的季节性就诊高峰，眼科专家们郑重强调，近视矫
正手术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视力，但无法逆转近视导致的眼球结
构改变。未成年人由于眼部发育尚未成熟，不要急于进行手术；高度近视
患者术后必须终身复查，切不可把手术当作解决所有视力问题的“万能
钥匙”，而忽视了日常的眼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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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师，您太棒了！听您讲电影，我们就像真的看
到了画面一样！” 盲人听众们热烈的掌声与真挚的感
谢，是于河坚持为盲人讲电影最温暖的回响。从身患疾
病的退休女工，到“心目影院”中用声音点亮光影世界
的使者，她用热爱与坚韧，书写着一段充满温情与力量
的志愿故事。

命运转折：从人生低谷到坚持热
爱的跌宕之路

“打小就爱跟着收音机哼唱。”回忆起童年，于河
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学生时代的她，是校园文艺活动的
“常客”，唱歌、朗诵样样拿手。这份对声音艺术的热
爱，像一颗种子，悄然种在了她的心底。然而，繁忙的工
作和生活让她无暇顾及爱好，曾经的舞台梦想渐渐被
搁置在记忆深处。
2007年，一场疾病打乱了于河的生活节奏。手术后，

她的身体变得异常脆弱，情绪波动、过度劳累都会引发
腰酸背疼等症状。这场疾病不仅让她的健康亮起红灯，
也让她开始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就在她与病魔艰难
抗争时，命运再次给了她沉重一击———母亲患病离世。
巨大的悲痛如潮水般将她淹没，那段日子里，她整日沉
浸在悲伤之中。
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于河下载了全民 K 歌，在上

面唱歌、朗诵、交友。当熟悉的旋律再次从耳机中响起，
对唱歌的热爱瞬间被点燃。在这个平台上，她结识了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人称赞她 “声音温柔有感染
力”，还有人与她分享朗诵技巧，这让她心中沉寂已久
的朗诵梦再次苏醒。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声音还不错，既然别人能朗

诵，我为什么不能试试？”带着这份好奇与勇气，于河开
始尝试朗诵。经朋友推荐，她加入了徐州市朗诵协会。在
这里，她遇到了改变她人生方向的贵人———杜超老师，也
由此与为盲人讲电影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迎难而上：用声音“翻译”光影的
艰辛探索

“第一次为盲人讲电影是在 2020 年，杜超老师邀
请我一起为盲人讲解《爱有来生》。”回忆起初次讲电
影的场景，于河仍记忆犹新，“当时紧张得手心直冒

汗，虽然用的是老师提供的解说词，但一边看电影一边
穿插讲解，还是特别忐忑。”尽管紧张，但听众们鼓励
的眼神和热烈的反馈，让她坚定了在这条道路上走下
去的决心。
为盲人讲电影，远比想象中困难。为了让听众能够

“看”懂电影，于河需要将每一帧画面转化为生动的语
言。“一部电影至少要看十来遍，遇到复杂的情节，十
分钟的内容可能要花两三个小时来撰写解说词。”
她在创作《疯狂元素城》解说词时，为了精准捕捉

画面细节，在电影院授权下用手机录制视频，却因环境
回音导致文字识别混乱，只能逐句逐字地反复听、反复
改。在讲解《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这样的神话题材
电影时，她查阅了大量神话典籍，梳理人物关系和故事
背景，确保讲解准确无误。
动作戏和特效场景是讲解中的“硬骨头”。由于电

影节奏快，根本来不及看稿子，于河只能凭借临场发
挥，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抓住关键画面。考虑到盲人听
众无法通过视觉感知颜色，她摸索出一套更贴合需求
的讲解逻辑：用生活中的触觉、听觉和空间感替代色彩
描述。
为了让听众更好地理解，她避免使用晦涩的专业

术语，而是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打比方。在讲解战争场
面时，她会这样描述：“子弹划过空气的尖啸声越来越

密集，就像暴雨来临前密集的闷雷，脚下的土地随着炮
弹的轰鸣不断震颤，仿佛要把人掀翻。”在讲解物体质
感时，她形容“银杏叶摸起来像柔软的绸缎”。遇到听
众好奇的场景，她还会带着他们实地触摸感受。

温暖前行：用声音传递爱与希望

2023年，于河迎来了“高产”时期。从《攀登者》到
两部《志愿军》系列电影，她的解说词篇幅从 8000 多
字增长到 2 万多字。“在讲解《志愿军》时，看着战士
们浴血奋战的画面，我边写边哭。”这些感人至深的故
事，不仅打动了盲人听众，也让她深受触动，更加坚定
了为盲人讲电影的初心。
如今，于河已经从“二星级义工”成长为“六星级

义工”，但荣誉对她而言只是附加的勋章。“能用自己
的声音为盲人朋友打开一扇窗，让他们感受到电影的
魅力，这就是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事。”这份工作不仅让
她找到了生活的新意义，也提升了她的朗诵能力，更让
她深刻体会到奉献带来的快乐。“现在走在路上，看到
有意思的场景，我第一反应就是 ‘如果讲给盲人朋友
听，该怎么描述’。”于河笑着说，这份“职业病”早已
融入她的生活点滴。
于河的故事，是关于爱与奉献的旅程，也是关于自我

实现的传奇。她用声音为盲人朋友“放映”电影，不仅为
他们带来了光影世界的美好，也为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新
意义。她坦言：“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讲下去。”
她或许会遇到更复杂的电影画面，或许会为更细腻

的场景描述绞尽脑汁，但那份对盲人朋友的赤诚、对声
音事业的热爱，会始终是她前行的灯塔。当她的声音再
次响起，那不仅仅是电影情节的解说，更是对生命的温
柔叩击———让那些看不见色彩的眼睛，能通过声音“触
摸”到世界的斑斓；让那些沉寂的心灵，能在光影的故
事里感受到共鸣与力量。
于河用声音编织的世界，还在不断延伸。而这束由

热爱与善意点亮的光，也终将照亮更多盲人朋友的精
神角落，在时光里沉淀出最动人的温暖。

用 声 音 为 视 障 者“ 放 映 ”世 界
本报记者 周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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