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因病早逝

兴仁两姐弟立志代父行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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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声辨位，“击”出精彩
——贵州盲人棒球手曾志鹏的追梦故事

“刚开始很多人连球都打不到，但我第一次
挥棒就打中了。”谈起第一次接触棒球的经历，
曾志鹏露出自豪开朗的笑容。当“和光”盲人棒
球队通过跑团组织联系上曾志鹏并邀请他加入
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今年4月1日，“和光”盲人棒球队在无锡正
式成立，曾志鹏也即刻参与到了日常的训练之
中。球队的成长非常迅速，很快就收到了代表中
国参加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盲人棒球
国际杯”比赛的邀请。到了7月，曾志鹏成功入
选远赴欧洲参与比赛的10名队员之一，为了能
在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拿下好成绩，曾志鹏在
团队的帮助下进行了更严格的训练。

曾志鹏告诉记者，他们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
训练，中午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儿之后又继续训练

到晚上7点。近40度的高温天气，让他坚持下来
的理由除了对棒球的热爱，还有志愿者们不断鼓
励与帮助。经过三个月的集训，9月25日，“和
光”作为中国首支盲人棒球队启程前往英国伦
敦，他们将与意大利、荷兰、美国等队伍在异国
的土地上进行激烈角逐。

9月27日至29日，在连续三天的高强度比
赛后，“和光”棒球队在本次国际棒球赛中获得
了第六名成绩。在对这次比赛的复盘讨论中，曾
志鹏回忆由于日常训练主要依赖中文指令，一位
队员在这次比赛中因听错英文口令而在关键跑垒
时不小心提前离垒，从而导致队伍错失一分。这
次经历让曾志鹏意识到了国际赛场上语言沟通的
重要性，也让曾志鹏下定决心加强英文学习。

“我很幸运，因为盛华学院为了让我们获得

更好的教育环境，还特别聘请了外教来训练我们
的听力和口语。”曾志鹏认为，这样的语言环境
将极大加速他的英文进步，并为他的未来比赛和
生活就业铺设更广阔的道路。“我会全力以赴学
好英文，并与队友们分享学习心得，让我们在未
来的比赛中更具优势。”

对于未来的校园生活，曾志鹏充满了期待。
他坦言自己在文学与文化方面尚需加强，但同
时，他也明确表示未来计划投身于康复治疗领
域。无论是深入了解神经系统的知识，还是掌握
各种疾病的防治方法，他都将以最饱满的热情和
决心，努力认真学习。

曾志鹏的决心和行动不仅是对个人成长的追
求，也是盛华学院致力于培养盲人独立自强精神
的生动写照。

本报记者 龚茜 曾俊超 特约通讯员 黄健

特约通讯员 李鑫波

“蜂鸣器发出的蝉鸣声、裁判发出的
指令声、经过耳边的风声，依靠这些声音
在脑中组成了棒球比赛的全貌，我动用
除眼睛之外的所有身体感知，去挥出每
一次击打，跑向下一个垒包！”就读于贵
州盛华职业学校的曾志鹏，
刚从第二届世界棒
垒联盲人棒球国
际杯比赛归来，
他坐在校园的
一隅向记者讲
述这场特别
的比赛。

正在接受访问的曾志鹏。

训练中的曾志鹏。

在贵州盛华职业学院，曾志鹏的故事并
不是一个特例。作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民办
高等教育领域唯一招收盲人大学生的学府，
自2012年以来，已见证了641名盲人学子从这
里启航，他们中有工程师、推拿师，更有组
建乐队、用音乐温暖人心的“折耳根”乐队
成员。尽管视觉的屏障限制了他们的视野，
却无法阻挡他们在各自领域绽放耀眼光芒的
步伐。

学院深知，教育的意义在于为每一个生命

开启无限可能。因此，不仅设立了唐人坊非物
质文化遗产、盛华心容盲人学院、盲人音乐学
院等特色学院，更推出了“三免三提供”的资
助政策，从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全免，到生
活费、学习用品、往返交通费的支持，全方位
保障了盲人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这些政策的背
后，是学院对每一位盲人学子未来的深切关怀
与期望。

“每当回访那些已经毕业的学生，看到他
们凭借所学，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更反哺家

庭，引领家人走向更好的生活，我们都深感所
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贵州盛华职业学院校
长助理、宣传部部长张辉伟的话语中洋溢着自
豪与温情。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对盲人教育的坚持与创
新，共同绘制了一幅温馨而动人的画卷。在这
里，每一个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绽放，每一
个梦想都在无声中生长，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
的力量，照亮着盲人学子前行的道路，也温暖
着每一个关注与支持他们的人。

我看不见世界，但能让世界看见我

无声的默契，绽放独立光芒

在黔西南州兴仁市鲁础营回族乡鲁础营村有一对姐弟，15岁的姐姐
张启快就读于兴仁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13岁的弟弟张启高就读于兴仁
市实验中学八年级。小时候爸爸因病离世，妈妈也远嫁他乡，姐弟俩与
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姐弟俩没抱怨命运的不公，立誓要挺直脊梁奋
发读书，同时还要“代父行孝”照顾好爷爷奶奶，成为大家夸赞的好孩子。

张启快、张启高姐弟与爷爷奶奶。

“我们懂事多一点，他们就少操
心一点”

都说“没爸没妈的孩子更懂事”，这句
话在张启快、张启高两姐弟身上得到了充
分的验证。2012年，张启快、张启高的爸
爸因病离开了人世，妈妈远嫁他乡，几位
姑姑也已成家，家里就留下姐弟俩与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不让爷爷奶奶操心，姐弟俩从记
事起，就变得格外乖巧懂事，自己的事自
己做，不挑吃、不挑穿，不与其他小朋友
吵嘴闹架，更不会做让爷爷奶奶担心的
事。每天放学后，放下书包，姐弟俩就帮
爷爷奶奶做饭、喂鸡喂鸭。吃完饭洗碗，
收拾好再写作业。看着孙子孙女小小年纪
如此懂事孝顺，爷爷奶奶既心疼又欣慰，
姐弟俩也成为村里大人小孩夸赞的好孩子。

“我们不知道爸爸长啥样，只听爷爷奶
奶说爸爸是一个大帅哥，还特别勤劳孝顺
……”每当姐弟俩说到爸爸时，都会情不
自禁流出泪水。也许，正是因为爷爷奶奶
口中“爸爸的模样”是他们心中的榜样，
他们有责任接过爸爸没有完成的任务，继
续替爸爸照顾好爷爷奶奶。

“我们努力多一点，学习成绩就
会提升快一点”

从上小学开始，姐弟俩从不要爷爷奶
奶接送，每天来回4趟走到3公里以外的学
校上课。在学校，姐弟俩学习特别刻苦。
小学期间，姐弟俩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年
级第一，还是各自班级的班长。姐弟俩也
多次被评为优秀班干部、优秀少先队员。

不仅如此，姐弟俩爱好广泛，姐姐张
启快喜欢阅读、朗诵、演讲等，弟弟张启
高是学校的国旗升旗手、大小活动的节目
主持人，还特别喜欢篮球、足球，多次代
表学校参加各级篮球、足球比赛，并在全
市英语演讲大赛、经典诵读大赛等各类比
赛中收获多个奖项，2022年，张启高还光
荣当选中国少年先锋队黔西南州第二次代
表大会代表。

2021年，姐姐张启快以优异成绩进入
兴仁市第六中学。两年后，弟弟张启高同
样以优异成绩进入兴仁市实验中学。进入
初中后的姐弟俩更加刻苦努力，不仅学习
成绩优异，多才多艺的优点也进一步突显。

在学校，姐弟俩乐于助人，主动加入

到学校的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中。张启快还
是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她说“当图书管理
员，不仅可以服务同学，还能满足自己喜
欢看书的习惯！”

黔西南州中学生辩论大赛优秀选手、
兴仁市演讲比赛第一名、学校诵读大赛第
一名……张启快用行动兑现了自己“不负
青春、不负韶华、不负自己”青春诺言。

“我们多做一点，爷爷奶奶就可
以少做一点”

10多岁的孩子正是依偎在父母怀抱里
享受亲情温暖的时候，张启快、张启高却
早已经肩负起了生活的“重担”。到市区上
中学后的姐弟俩每次回到家中，就立马分
工合作，先将家里的卫生打扫干净，再将
爷爷奶奶的衣服洗干净，接着就是煮饭做
菜、上山砍柴、割草放牛，干完这些，姐
弟俩还得下地帮爷爷奶奶干农活，无论是
栽种、收割，还是除草、打药，姐弟俩都
做得有模有样。

“爷爷奶奶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
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随着学习压力的
不断增加，我们回家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
回到家里，我和弟弟就会尽可能多做一些
事，这样，爷爷奶奶就可以少做一些！”张启
快的一席话，道出了姐弟俩的心声。

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姐弟俩收获的各
种各样的奖状。姐弟俩说每次拿奖状回来，
爷爷奶奶都会特别开心，爷爷奶奶也总会跟
他们说：“你们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
学习搞好，尽量少到地里干农活。你们把书
读好就是对爷爷奶奶最大的孝顺。”

“我听爷爷说爸爸当年特别想当兵保家
卫国，但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实现。我将来
的梦想就是考上军校成为一名军人。如果
考不上军校，无论考上什么大学，我要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当兵，替爸爸完成他的
遗愿后，回来再继续念大学。”这就是张启
高的人生梦想。

姐弟俩获得的部分奖状。
曾志鹏与辅导员胡莉。

第二届世界棒垒联盲人棒球国际杯比赛赛场上“和光”棒球队队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