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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机，屈万平翻看着母亲的视频，不知不觉泪
水打湿了眼眶。“因为我，妈妈吃苦受累还受气，我真不
该来到这个家……”

1973年，屈万平出生在洛川县交口河镇弥家河
村。他的到来，也曾为一家人带来无比的喜悦，父母呵
护，哥姐疼爱，生活虽然清贫但也充满了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八个月大的时候，屈万平发生第
一次骨折。此后，他被人轻轻一抱就会骨折，磕到桌椅
板凳就会受伤，双腿的交替骨折更是像家常便饭一样，
就连打喷嚏、拽被子都要小心翼翼。

每一次骨折都奇痛无比，痛在屈万平的身体，伤在
父母的心上。

更让父母难以忍受的是村民背后的指指点点，让
他们受尽委屈。“这家人上辈子肯定是做坏事了，才生
了这么个娃。”“这家人太不祥了……”

要强的父母隐忍着泪水，为了给屈万平看病，他们
四处借钱，借完亲戚借乡亲，借完乡亲再贷款。

11岁骨折的时候，父母带他去西安看病。因为没
钱吃饭，父母就躲在医院食堂吃别人剩下的饭菜。

“万平从小到大受了不少罪，只要你能好起来，我
吃点剩饭怕啥！”生前，母亲哭着对屈万平说。

“抚养一个正常的小孩都很辛苦，何况是我这样
的，他们的付出要比别人更多。”病弱的身体，让懂事的
屈万平愧对父母的恩情，但他总是尽己所能地回报父
母，哪怕只是酷暑中递上的一块毛巾，哪怕只是寒冬里
的一碗热水……

2010年，83岁的父亲瘫痪在床。36岁的屈万平刚
刚骨折恢复，就不分昼夜地守在父亲床边，端水喂饭、
按摩手脚、擦洗身体……

2013年，父亲走后，屈万平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母
亲。那段时间，创业初期的他一边忙于生意，一边照顾母
亲。每天，即使店面关门再晚，也要从十几公里远的县城
赶回家陪伴母亲。

母亲爱吃面条，屈万平就撑着双拐擀面；母亲想吃
饺子，他就买肉剁馅包饺子；母亲牙口不好，他就买来
香蕉喂着吃；老人寂寞，就帮她梳头、剪指甲，和她聊
天、逗她开心。然而这些简单的动作，屈万平都要冒着
骨折的危险。别人一次能做好，他需要几次甚至十几
次。但他仍坚持一次一次学、一遍一遍做。

“每一次骨折都是粉碎性骨折，别人骨折是在骨头
外打钢板固定，而我是在骨腔里安装金属固定，那种痛入
骨髓、全身打颤的苦痛，每年都要经历一次。”屈万平说。

母亲确诊食道癌后，屈万平放下手里的活，拄着双
拐，带着母亲在洛川、延安和西安的医院艰难奔波。天生
脆骨病的他，干啥都不敢用力，每一次外出都是对母子二
人的生死考验。

母亲病情稍好后，屈万平又专门买了电动车和轮
椅，载着母亲四处游玩散心，逛遍了附近的公园，游遍
了洛川县城、壶口瀑布、黄帝陵……

一路上，母亲看着风景，他看着母亲，一切都是幸
福的模样。坐着轮椅的母亲，拄着双拐的屈万平也成
为别人眼中最美的风景。

2020年，久病不愈的母亲不幸离世。“父母对儿女
的恩情深似海，我们决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屈
万平满怀深情地说，“我小时候，父母吃了太多的苦，遭
受太多偏见和歧视；我长大了，就要好好给他们尽孝，
尽力弥补父母的付出，不能让自己留下遗憾。”

● 屈万平和妻子看望受伤的高占利 ● 屈万平给屈振荣赠送慰问品● 屈万平给病床上的母亲剪指甲

百 人生 爱折 向 而行

● 屈万平入户帮扶贫困儿童

“喂、喂、喂，你说话，咋么了？”
“二爸，我骑摩托车摔倒了，动不了了。哎哟哟……”

半晌，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疼叫声。
48岁的屈万平心急如焚：51岁的侄女婿高占利右脚

骨折，无法动弹。他急忙关了店，和妻子从洛川县城赶
回交口河镇弥家河村的家。

从县城赶回家，屈万平需要辗转 1个多小时，比常人
多花一倍的时间。对于他来说，每走一步，身体都会面
临未知的危险。

事实上，48年来，他人生的每一步又何尝不是布满
荆棘与痛苦。

小时候，家里穷到连 1斤几角钱的粗盐都买不起，除
了土炕和几床破烂的被褥，什么都没有。

1990年，在好心村民的帮衬下，屈万平开了一间小
卖铺，承包了小果园。然而，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
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大嫂难产去世，哥哥精神分裂。

一时间，生活全然乱了套。母亲年迈、哥哥发疯、大
侄女弱智、小侄女嗷嗷待哺。这一次，屈万平面对的仿
佛是再也无法逾越的难关。

此时的屈万平才意识到，往日生活中处处需要别人
帮助的自己，竟然成了这个五口之家的“顶梁柱”。

命运似乎根本不想放过他。“村里很多人进城务工、
供孩子念书了，只剩下 21户。”屈万平有些无奈，“没有
人，小店一天仅能收入一元。”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屈万平只能关掉一家人赖以
生存的小卖铺，又尝试养蝎子、配钥匙贴补家用，但还是
失败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活着也没啥意思了。可是，我放
弃了，这一大家子就垮了！”

游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背负着养活一家人的重任，
屈万平似乎无路可走，又无路可退。

哥哥病情越发严重，先是胡言乱语，后来打砸东西，
出门不知道回家，每次都是屈万平拄着拐杖到处寻找。

面待两个侄女，屈万平视如己出，既当爹又当娘，在
孩子的哭闹声中，手忙脚乱地穿衣喂饭、拉扯抚养，教她
们拾柴火、蒸馒头、种地等生存技能；到了上学年纪，又
出钱供她们上学。

“那时，最期盼的就是她们能快点长大。”屈万平回忆说。
日子在苦难中前行，两个侄女也慢慢地长大成人，而

屈万平也花白了头发、掉落了牙齿。
担心大侄女外嫁自己放心不下，屈万平多方寻亲，将

高占利入赘为婿。几年后，二侄女也成家立业，有了自
己的小家庭，屈万平这才稍感欣慰。

不幸的是，大侄女的儿子天生智力残疾，侄女婿既要
照看哥哥、侄女和侄孙，寸步难离；又要种地维持一家人
的生活开销，有心无力。

孝养老人、照看哥哥、抚养侄女、还要操心侄孙……
屈万平成了这个家再也离不开的人。

为了方便照顾大侄女一家人，屈万平特意把自己的
房子买到她家对门。侄女家没钱了，他拿钱接济；缺菜
少盐了，他买好送过去；太忙了，他背靠着墙坐在炕上，
帮忙照看孩子。

“门一开，两家人就可以见面，万一她家有什么紧急
事，叫人也方便。”屈万平说。

“他自己骨头发育不完全，本身就是个需要别人照顾
的‘玻璃人’，可他还要照顾这一大家人，实在是太不容
易了。”提起屈万平，村民无不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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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如此残酷，生活还得继续。面对残败不堪的
家庭，拖着病躯的屈万平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出路。

终于，一次去北京看病的机会，让他找到了生活的
希望。

卖苹果！借助互联网的翅膀，屈万平在微信上卖
起了洛川苹果。那段时间，他起早贪黑选苹果、忙前忙
后发快递，购买的人越来越多。

“虽然我身体残疾，但我精神不能放弃，无论如何
绝不能让这个家倒下。”屈万平眼神坚定。

“瓷娃娃”卖苹果的事迹传开后，全国各地越来越
多的好心人被深深震撼，在购买苹果的同时，也为屈万
平留下了真诚的祝福。这些年，屈万平的订单逐渐增
多，年销售额超过200万元。

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撑把伞。在病痛和
贫苦中成长起来的屈万平，对苦难有着更深的感受，也
始终对帮助过他的人满怀虔诚和感激。“感恩之情说不
出、道不尽，我永不会忘记，会用实际行动一一回报。”
屈万平说。

今年74岁的屈振荣是弥家河村人，10多年前，为了
给老伴看病，花了 20多万元，欠了一身的债，自己又没
有劳动能力，是村里的贫困户。2008年，儿子在又一次
肇事中意外离世；后儿媳改嫁，只留下年仅 1岁的孙女
屈西西与他相依为命。

屈万平知道后，拄着拐杖来到屈振荣家，为屈西西
捐赠了 1000元，并以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自强自立，
勇敢坚强，给低谷中的爷孙俩带来信心和力量。

如今，屈西西和别的孩子一样，在学校安心学习；
屈振荣与屈万平也经常联系，时常走动。“在我们最难
困难的时候，是屈万平拉了我们全家一把。”屈振荣感
激道。

为了帮助更多残疾人，屈万平还建了一个微信
群。在群里，80多名同病相怜的人互相鼓励、抱团取
暖。屈万平在为大家传授电商经验、帮助开办微店的
同时，还为他们联系果源、介绍客户。在他的带动下，
16名残疾人做起了微商，年均增收1.2万元。

2017年 9月 20日，屈万平当选洛川县残疾人协
会会长。他又帮助县里的残疾人申请创业资金、开
办网店，投资开办微分销商场，让更多的残疾人有了
稳定收入。2021年，他带领全县 98名残疾人实现销
售 510万元。

作为交口河镇残联专委，屈万平还经常拄着拐杖，
走村入户，为残疾人讲政策、发补贴，与他们拉拉家常，
聊聊心里话。

“我也是残疾人，你吃过的苦我也吃过，你经历的
痛我也尝过，所以我特别能感受到你的艰辛和不易。”
屈万平不停地鼓励着他们，也在鼓励自己，“可即使生
活再难，我们也要自强、自立，自己能站起来了，也不要
忘记帮别人一把……”

在多年外出求医中，屈万平认识了很多全国各地
的“瓷娃娃”。在他们的微信群里，屈万平经常转发最
新的治疗信息，说一些暖心话，给病友们鼓劲打气。并
通过微信号召顾客朋友和爱心人士，为这群特殊的人
捐款捐物，为他们送去鼓励和希望。屈万平个人也先
后被评为“延安模范”“陕西好人”“中国好人”。

“我身体残疾，我心阳光，要让世界充满爱。生而
为人，就应该为他人做点什么，才无愧社会、无愧身后
的自己。”拖着残躯的屈万平，说出不屈的动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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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雷荣 史静 通讯员 井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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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有一句名言：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看清了生
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从小时候起，“瓷娃娃”这个称呼就一直伴随着屈万平成
长，48年间骨折30多次，这遭受的是怎样的苦难呀！不止如
此，48年间，父亲瘫痪在床、大嫂难产去世、哥哥精神失常、侄
女智力残疾、侄孙先天智障……命运的打击是那样的无情。

然而，不幸的遭遇未能使屈万平退缩，面对生活的真

相，他更加挺胸抬头，微笑着拥抱生活。
屈万平给自己的微信取名“生命力”，这个名字意味着

顽强和不屈，意味着他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去选择一条
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他找到了这条路。他拄着双拐，在“百折”人生中，以
一己之力撑起风雨飘摇中的四代之家，并以残弱之躯回报
社会，点亮众人生活的希望。

这是一条无声的大爱之路。他用人间至孝，昭示了炎
黄子孙的人性之美；用善良之心，光大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用真情奉献，彰显了扶危济困的慈行善举。

“把爱的阳光洒向世界，这才是生活的全部，这才是生
活的真正意义，这才是我所追求的。”说这话的时候，矮小
的屈万平在我们的心中变得高大伟岸。

向你致敬，愿你的世界永远阳光灿烂！

把爱的阳光洒向世界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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