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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素面朝天，衣着简朴，斑白的短发简
单地扎在脑后——10月11日，以周朝喜
母子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请你相信我》
举行开机仪式，仪式上，灿烂温暖的笑容
成为周朝喜最美的“妆容”。

今年47岁的周朝喜是綦江区登瀛学
校的语文教师。在儿子罗睿燊先后确诊
患有苯丙酮尿症和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被
医生预言“活不过18岁”后，周朝喜不言
放弃，对儿子进行无微不至的照料，通过

“行万里路”鼓舞他与病魔作斗争的信念。
现在，19岁的罗睿燊已经是一名大

学生；周朝喜的温暖与勇气也传递给了更
多孩子，因此获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

儿子出生15天，她得到一个
坏消息

“孕育一个孩子，和他有相同的呼吸
频率和心跳，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回忆
起当初自己怀孕、生育的过程，周朝喜仍
满怀喜悦。

在罗睿燊出生15天后，医生告诉她，
孩子患有苯丙酮尿症——日常的五谷杂
粮、鱼肉蛋奶、坚果饮料，都会给他的大脑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听了医生的话，我很乐观地想，只要
注意日常饮食，小罗仍然能够像正常孩子
一样上学、工作，最多就是父母辛苦一点、
他要更自律一点。”周朝喜带着温暖的笑
容，回忆起了19年前的那一幕。

从此，每天早上五点半，周朝喜就起
床为儿子烹制特殊的三餐，平日里则悉心
教导儿子相关知识，丝毫不敢懈怠。

“当时心里憋了一股劲，想要证明‘上
天关上了一扇门，还会为你打开一扇
窗’。”周朝喜说，“小罗虽然患有苯丙酮尿
症，但我坚信他依然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
孩子，甚至比许多孩子更优秀！”

罗睿燊也没有辜负妈妈的期待：两岁
就识字，数数能数到100；4岁就能记下中
国地图各省市分布，一周学会拼音表；到

五六岁时，认识了3000多个汉字。
看着这一切，周朝喜发自内心地感到

自豪：“我幺儿是‘神童’！”
她觉得，这是一种“靠努力也能紧紧

攥住的幸福”，只要母子俩共同努力，明天
会更好。

儿子5岁半，她学会了“人生
要拐弯”

就在周朝喜感到生活充满阳光的时
候，厄运悄然来临。

罗睿燊5岁半时，又被确诊患有“进
行性肌营养不良”。这是一种罕见的肌肉
萎缩病症，无法治愈。绝大多数患儿在
7—12岁时会丧失行走能力，到十几岁时
手臂、腿部、躯干的活动需要别人帮助或
机械支撑才能完成。

当时有医生告诉她，孩子可能“活不
过18岁”。

一想到孩子经常念叨着“长大要当警
察、医生”的梦想，她就忍不住眼泪哗哗地
流——面对死亡、面对人生无常，过去曾
坚信的“靠努力就能紧紧攥住幸福”一下
没有了意义，孩子的理想再无实现可能。

回忆起确诊后的情景，周朝喜情难自
已，哽咽起来。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周朝喜再也没有
了当初的乐观，经常暗自落泪。有一天，
儿子小心翼翼地对她说：“妈妈，你变了，
你现在都不笑了！”

“是孩子治愈了我。”周朝喜说。
当时周朝喜租住的房子，厕所在屋外

院子里。一天晚上，天气十分闷热，天边
闷雷滚滚袭来。罗睿燊想去上厕所，却又
害怕，站在门口无助地朝周朝喜叫：“妈
妈，妈妈，我害怕！”

周朝喜正沉溺在沮丧与失望中，随口
回答：“妈妈也怕呀。”

此时，闪电“嚓”地划过黑暗的夜空。
借着电光，一道小小的身影向周朝喜飞快
扑来，紧紧抱住她：“妈妈不怕，我来保护
你！”

“轰——”巨雷炸响。孩子本能的举
动，一下“炸醒”了周朝喜：“就算只活到
18岁，也还有十几年啊！我要是天天这
个样子，就太对不起他了。”

周朝喜豁然醒悟过来，决心不再想着
要“证明自己”“证明孩子”，不再去想遥远
的将来，“就开开心心过好当下每一天。”

“就像碰了壁，只要拐个弯，你可能就
会走上另一条道路、收获另一种风景。”周
朝喜抹了抹眼睛，对记者说，“想通后，世
界又‘亮’了起来。这时候，我发现孩子的
要求很简单，很多时候就是妈妈的一个笑
容而已。”

一次次旅行，让儿子熟记的
地图变成了风景

趁着孩子病情还不严重，周朝喜带着
他踏上了旅途，开始“行万里路”。从孩子
6岁起，周朝喜每个寒暑假都会带着他去
国内各省市“游荡”。

2016年，罗睿燊坐上了轮椅，但周朝
喜依然经常带他乘飞机、火车、汽车，出门
旅行。

“高铁和飞机还好，乘坐火车比较麻
烦。遇到有很高梯坎的绿皮火车、大巴，
我就先把儿子背上去，再把轮椅扛上去！”
只有1.5米高、体重不足45公斤的周朝喜
爽快地笑道。

周朝喜手机上有一个小程序，记录着
他们去过的28个省区市和上百座城市，
其中包括遥远的黑龙江、西藏，累计行程
超过10万公里。

一次次的旅行，让儿子小时候熟记的
中国地图，变成了母子脚下的土地、眼中
实实在在的风景。“这十几年的旅行让我
明白了，孩子走过的路越长，心中装下的
美好越多，就越有挑战命运的勇气！”周朝
喜说。

“把人生看成一段旅行，高考也是一
个很好玩的项目呀！”在妈妈的鼓励下，今
年罗睿燊参加了高考，并如愿收到大学录
取通知书。重庆移通学院和泰山科技学
院将对其进行联合培养。

“这些年因为生病，耽误了很多功课，
但小罗依然考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实现
了自己的又一个梦想，我们都感到很骄
傲！”周朝喜笑着说。

在开机仪式现场，罗睿燊坐在轮椅
上，看向妈妈的目光中有温暖，也有自豪。

现在，他在离登瀛学校不远的移通学
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就读，感觉“专业很
有意思，也不算难”。

这个有些腼腆的男孩告诉记者：“想
在学校多交些朋友，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养
活自己，减轻妈妈的负担。”

传递温暖，这些年她有了更
多的“儿子”“女儿”

“我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罗睿
燊提高音量说道，已经18岁的他，语气坚
定而自豪。

在照顾儿子同时，周朝喜也把乐观的
心态传递给其他孩子。

在罗睿燊读高中时，周朝喜给他送
饭，发现有个同学经常独自一人待在教
室。

在多次接触后，周朝喜得知，这个孩
子天生内向，害怕与人打交道。

于是周朝喜在给儿子带饭的同时，也
给这位同学带饭，并很“社牛”地和这位同
学分享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故事，再三鼓
励、帮助这个孩子融入了班级。

“我可以叫您一声‘妈妈’吗？”在毕业
时，这个自称有“社恐”的孩子找到周朝
喜，诚挚地向她致谢，并表示要给“妈妈”
写一首歌。

“孩子们的需求很多时候十分简单，
就是希望有人听听他们的倾诉，给他们一
句关心的话、一个热情的拥抱，告诉他们

‘有困难可以找我’。”周朝喜感慨地说。
这些年，她在照顾自己的孩子同时，

用这些小小的方法，帮助了许多孩子，成
为不少孩子的“干妈”。

“我愿做一只‘萤火虫’，成为彼此的
提灯者，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周朝喜
笑着说道。

笑对人生 打破孩子“活不过18岁”预言
“中国好人”周朝喜母子并肩抗击病魔的故事将被搬上银幕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罗睿燊与妈妈开心地拍照留念。 （受访者供图）

10月11日晚，重庆市第
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
合川区体育中心体育馆举
行。

本届运动会是全市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水平最高、
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残疾人体
育赛事，设有田径、游泳、硬
地滚球等15个大项，共有42
个代表团组团参加比赛，参
赛运动员、教练员、领队达
3000余人。

图为运动会开幕式现
场。

记者 李雨恒 摄/视
觉重庆

重庆市第七届
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10月10日，记者从市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了解到，近五年来，全市已累计
筹集学生资助资金372亿元、资助学生
3161万人次；其中，今年以来，已筹集学
生资助资金84亿元，惠及学生664万人
次。

重庆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我市聚焦“惠民有感”，全
面落实学生资助政策，实现了“不让一个
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
诺。截至目前，全市已建立完善“学段、学
校、群体、项目”四个全覆盖的学生资助制
度，每年实施各学段学生资助项目29个，
形成了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
为辅的新时代学生资助体系。

在该项工作的推动中，实现了精准资

助数字化。全市推进大数据赋能和学生
资助深度融合，共享民政、残联、农业农村
等部门人口数据，已建立49万人特殊困
难群体学生基础库。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9年，重庆在全
国首创实现65所市属高校资助资金按月
集中统一发放，已累计发放85亿元、惠及
学生1077万人次；2023年，实现各区县基
础教育资助资金“一卡通”统一发放，已累
计发放7.8亿元、惠及学生225万人次。

我市对高校大学生有哪些资助政

策？该负责人介绍，在入学前，学生可申
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入学时，如果没
有筹齐学费，高校“绿色通道”可以缓缴学
费、住宿费，先报到入学，入学后学校将根
据学生实际情况予以资助；入学后，可向
学校提出国家助学金等资助申请，学校评
估其家庭经济情况，根据困难程度确定资
助项目和标准；品学兼优的学生还可申请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毕业时，
如果到基层单位就业，或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招收为军士，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学

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据悉，我市的学生资助项目已实现各

学段全覆盖。在学前教育阶段，有家庭经
济困难幼儿免保教费、生活费资助；在义
务教育阶段，有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在普
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免
学费、免教科书费和国家助学金；在中等
职业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
免学费、免住宿费、免保教费，并申请国家
助学金，特别优秀的学生还可申请国家奖
学金。

29个学生资助项目覆盖各学段

今年我市已筹集84亿元学生资助资金

10月9日，巫山县大昌镇民寨村，陈德香（右）与黎远香背上背篓去镇
上逛街。 记者 李裕锟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近20万粉丝，上千万点赞！
巫山大山深处，两位年逾古稀的

“阳光姐妹淘”火了。
每天通话互报平安，一起种

地、一起染发、一起“爆改”穿着，互
相“投喂”美食，彼此照应，成为“持
续照耀对方的太阳”。“阳光姐妹
淘”两鬓斑白的友情在此刻具象
化，让人羡慕和动容。

重阳节前夕，记者寻访到这两
位老人。

拄着拐杖，81岁老人翻
山越岭给闺蜜“投喂”美食

不久前的一天，山之巅的巫山
大昌镇民寨村，天气依然炎热。拐
杖在水泥路面有节奏地敲响，嗒嗒
声传得老远。翻山越岭步行1个
小时后，81岁的黎远香老人终于
将粉蒸肉送到了79岁闺蜜陈德香
家。

“今天走得有点慢，粉蒸肉的
味道肯定比不上刚出锅的。”黎远
香有些自责地说。

“天这么热，你腿脚又不好，打
个电话叫我过来不就行了？”陈德
香一通埋怨。

“让你来，你就能来？”黎远香
精准识别陈德香的“谎言”，她太了
解自己的这位闺蜜：善良厚道，不
愿轻易麻烦别人。

接过粉蒸肉，陈德香去厨房捣
鼓许久，提出来满满一袋瓜果，黄
瓜、南瓜、桃子……这边硬塞，那边
拒绝，两人一顿拉扯，一点不给别
人拒绝的机会。

这一幕被陈德香的孙女郑燕
记录下来，发至短视频平台，收获
数万点赞。

郑燕称黎远香为“舅奶奶”，但
这两家其实并非亲戚，陈德香、黎
远香之间是真正的友情。

“肩比肩的友谊太珍贵”“原来
友情真的可以天长地久”“再远也
要把最好吃的带给你”……不少网
友动容。

10月9日上午，经历一番山
路的颠簸后，记者来到陈德香家
中。

蓝色外墙的温馨小院里，她正
在制作包面，小小的面皮经由巧手
熟练地包裹上分量十足的馅料。

这包面是给闺蜜黎远香准备
的。“悄悄带过去。如果提前给她
打电话说了，她又会‘生气’，喊我
别去。”陈德香解释，“她总是不愿
意麻烦我。”

在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的寂
静乡村里，你送肉食，我还瓜果，不
计较得失，不在意东西贵贱，有来
有往，日子变得热闹有趣。

没有血缘关系，也非近亲，几
十年来，黎远香和陈德香的友谊却
深厚而持久。

生怕对方“走”了，每天
打电话互报平安

去黎远香家，有一段路程。陈
德香腿脚还算灵活，但一路多是上
坡路，十几分钟下来，她就满头大
汗。

远远看到黎远香坐在家门口，
陈德香开心起来，举起手中的包
面：“喝点？”

“来嘛！”黎远香架起桌椅，找
来啤酒，闺蜜间的聊天局开始了。

你一言我一语，笑声回荡在山
谷里。

“说好今天不打电话的，怎么
一大早就听到你们通话，还把我吵
醒了？”这天休假回到老家的郑燕
一同前来，抛出问题。

黎远香直言不讳：“你奶奶给
我打，我接了，就说明我还活起的，
没死！活到我们这个岁数，最怕的
就是突然‘走’了。每天打电话互
报平安，放下电话，我们都安心。”

“今年2月份那一次，你可把
我吓着了！”陈德香吐槽。

那段时间，刚学会打电话的黎
远香一天会打几个电话给她，没什

么要紧事，就是问“吃了吗，睡得好
吗”之类。

突然有一天，陈德香打电话过
去，黎远香没接，多次拨打，还是如
此。“我心里慌，生怕她‘走’了，赶
紧让儿媳妇先去看看情况，我随后
赶过去。原来是她手机掉水里了，
无法接听，虚惊一场。”陈德香笑嘻
嘻地说。

一模一样的“闺蜜服”，
开开心心穿起来

因为年事已高，两位老人的头
发都白了。前不久，经陈德香提
议，由郑燕“操刀”，两位老人来了
一个“爆改”，将头发全部染黑。

这一下年轻多了！两位老人
看着镜子，笑得合不拢嘴，完全停
不下来。

除了同款“黑发”，两位老人还
有同款小红帽。“这一次，是舅奶奶

‘爆改’奶奶，非要给她买。”郑燕羡
慕，要是自己到了80岁也能收到
闺蜜送的漂亮小红帽，该有多开
心。

最近，郑燕给两位老人购买了
一模一样的“闺蜜服”。穿上红色
衣服，两位老人牵手现身，脸上的
皱纹笑成一朵花。郑燕按下快门，
定格下这温馨的瞬间。

在郑燕看来，跟许多闺蜜一
样，两位老人除了外貌、穿着上越
来越相近，性格上也互相“爆改”：

“舅奶奶性格更外向一点，大
大咧咧，爱说爱笑；而奶奶比较内
敛，话少一些，尤其是爷爷去世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情绪比较低
落。那段时间，舅奶奶总是以一种
插科打诨的方式，劝导奶奶，逗奶
奶开心。”

“现在，只要舅奶奶在，奶奶的
心情会好很多，还经常主动开玩
笑。而舅奶奶看到奶奶爱收拾，也
不甘落后，时常翻出最漂亮的衣服
与闺蜜搭配。”

“奶奶从不背竹背篓上街，认
为特别难看，但如果是舅奶奶背得
累了，她会毫不犹豫接过背篓；舅
奶奶不喜欢看坝坝舞，可只要奶奶
说想看，二话不说，她就会陪奶奶
去。”

郑燕说，跟年轻人一样，老年
人也需要友情的陪伴。

彼此关心陪伴，大山里
的人情味令人动容

“儿孙因为工作，无法时刻陪
伴。有个闺蜜在身边，她们的心情
要好得多。”郑燕介绍，两位老人都
有养老金，老伴也都去世了，子女
们在镇上或县城买了房，但老人因
为不习惯住高楼且不忍心撂荒土
地，选择留守农村老家。

“腿脚不好的舅奶奶更是多次
被儿子要求不准再种地。但一辈
子都在土地上劳动的她们根本放
不下，总想着趁自己还能走动，多
少种点庄稼，不给子女增添负担。”
郑燕说。

两家都安装有监控，方便孩子
们观察老人在家的状况。

郑燕在尽可能陪伴奶奶的同
时，也持续地将两位老人一起种
地、逛街等日常画面真实记录下
来。一年多时间，发到短视频平台
的这些片断收获千万点赞，还有了
近20万粉丝。

在郑燕看来，乡村老太太变
潮流网红的背后，是她们自然而
然流露出的朴素而真挚的情感，
让网友们看到了80岁友情的具
象化，唤起了大家对友谊的珍视
和理解。

村党支部书记陈方权说，两位
老人善良淳朴、吃苦耐劳，在村里
口碑都很好。她们没有血缘关系，
友情之所以深厚，是因为彼此都热
爱生活且能互相包容谦让。每天
一个问候、一起聊天逛街……小小
的举动看似平凡，却能让人持续感
受到对方的关心，同时也让大家看
到了巫山大山深处这份浓浓的人
情味。

每天通话互报平安，一起种地一起染发，
互相“投喂”分享美食

年逾古稀“阳光姐妹淘”
重庆大山深处的网红

孩子先后确诊患有苯丙酮尿症和进行性肌营养不
良，被医生预言“活不过18岁”

她不言放弃，无微不至地照料孩子，带他游历全国
28个省区市，“心中的美好越多，就越有挑战命运
的勇气！”

如今，罗睿燊已是一名大学生；周朝喜将温暖与勇
气传递给更多孩子，获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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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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