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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540余万亩。5月15日，南
漳县收获小麦一瞥。 （视界网 安富斌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陈莉霖、通讯
员肖竞）我省夏季粮油集中收购总体
结束。8月29日从省粮食局获悉，
全省入统企业累计收购夏季粮油
37.23亿斤，同比略增。

今年我省夏季粮油再获丰收，粮
食质量整体好于去年。为确保粮食
颗粒归仓，促进农民丰产增收，省粮
食局科学有序组织收购。前期精心
做好收购准备，落实收购仓容118亿
斤、协调农发行落实收购贷款资金60
亿元；协调中储粮湖北分公司确定公
布小麦和早籼稻托市收储库点各7

个，启动日监测日报告工作机制；赴
省气象局会商对接，服务夏粮收购。

针对小麦上市初期价格明显下跌
的情况，省粮食局积极与中储粮湖北分
公司沟通，指导储备企业积极入市收
购，发挥储备轮换吞吐支撑引导市场作
用，共同维护夏粮收购市场平稳。在央
地储备收购带动下，各类主体踊跃入
市，小麦市场价格持续保持在1.2元/斤
以上，成为全国麦价“风向标”。

还有一个多月，秋粮即将规模上
市，预计全年入统企业收购粮食数量
不低于240亿斤。

我省夏粮质量稳中向好
小麦收购价格成为全国麦价“风向标”

北京时间8月31日凌晨2点44分，在2024年
巴黎残奥会男女混合4×50米自由泳接力20分项
目决赛中，我省运动员袁伟译和队友一起摘得金
牌，实现中国队在残奥会该项目上的三连冠，为我
省夺得本届残奥会首金！

凌晨1点，袁伟译的父母和亲友便团聚在电
视机前，满怀期待地守候着他的出场；随着比赛
进行，中国队率先触壁，袁伟译的母亲许远琼激
动地紧握双拳，为儿子加油；大屏幕显示2分14秒
98，新的世界纪录诞生！袁伟译的亲人们振臂欢
呼，鼓掌庆祝。

“这比自己获奖都开心！”远在云南带队训练
的恩师何军权，也在电视机前全程关注着弟子的
表现。

“折翼”后化身成“鱼”

2008年夏，8岁的袁伟译在玩耍时意外触电，全
身烧伤面积达46%。

历经10次全麻手术，7个日夜的煎熬，袁伟
译才睁开双眼，却永远失去了双臂。

小伟译住院期间，恰逢2008年残奥会在北京
举行。电视上，他被无臂游泳选手何军权的夺冠
场面深深触动。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父亲袁洪林在网上给这
位残奥会冠军留言。没过几天，他们收到何军权
热情的回复。在其鼓励下，袁伟译开始练习用脚
写字、上网、穿衣服。

穿衣服对袁伟译来说是一个难题。有一次，
许远琼为了让儿子尝试自己穿衣服，将衣服放在
床上后便去忙其他事情。袁伟译穿好衣服出现
在厨房门口，兴奋地喊出“妈，你看！”并特意蹦了
一下，许远琼的眼眶湿润了。

还有一次，9岁的袁伟译在奶奶家的田埂上，
用双脚灵活地脱下裤子，下田捉鳝鱼。这一幕让
许远琼感到既好笑又无奈。她意识到，尽管现实
残酷，但袁伟译已经接受了现实，尝试勇敢地面
对它。

随后，他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学习游
泳。2009年，在何军权的介绍下，袁伟译跟随全国
无臂游泳冠军李丰强在随州进行训练。

“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游泳池，他特别兴奋。”
许远琼表示，从没游过泳的小伟译第二天就学会
了仰泳。

每到夏天，烧伤处的皮肤就会因天气炎热和
空气不流通而化脓，必须到医院处理。但袁伟译
从没喊过痛，每次伤口愈合后他都主动要求参练。

正是凭着坚韧和勇气，袁伟译13岁就成功入
选省残疾人游泳队。那一刻，许远琼知道，她可以
放手了。

无臂师徒冠军“接力”

2017年，何军权成为湖北省残疾人游泳队主
教练。袁伟译得以跟随“偶像”训练，这让他感到
无比兴奋和自豪。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伟译不仅
在游泳技术上日益精进，更在生活自理上展现出
坚强和独立。

在荆门的省残疾人游泳训练基地，袁伟译通过
不懈努力，从省队晋升至国家队，成为一名“无臂飞
鱼”。在2021年东京残奥会上，他以1金1银1铜的
成绩，为国争光为省添彩。为了备战巴黎残奥会，袁
伟译离家训练长达一年半，他的训练强度令人难以
想象，每节课7000米的游泳距离是家常便饭。

由于没有双臂，袁伟译在游泳时面临着保持
身体平衡的巨大挑战。为了克服这一难题，他在
训练中腰间绑上阻力伞，脚上挂上盛满水的塑料
袋，以此来增强腰部力量。尤其在比赛的最后冲
刺阶段，袁伟译用头部撞击池壁，这是他无数次练

习的结果。何军权坦言，这种撞击非常痛苦，但在
关键时刻，为了国家荣誉，运动员们都会全力以
赴。“像残奥会这种世界性大赛，输赢就在零点几
秒，没有人会在最后冲刺时刻保留、控制，都是咬
着牙奋力撞上去。”

“面对身体上的残缺，与其说是要克服，更多
的还是要学会与它共存，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对于接下来的比赛，袁伟译信心满满：“争取为祖
国赢得更多荣誉！”

袁伟译说，对他而言，恩师何军权是一个不断
追寻的榜样，更是他不断挑战的目标。

尽己所能回馈社会

巴黎残奥会比赛当晚，在荆门体育文化中心
游泳馆，湖北省残疾人游泳队的运动员们齐聚一
堂，共同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近年来，该队
伍涌现出许多年轻的面孔，袁伟译作为其中的佼
佼者，不仅在泳池中表现出色，更以身作则，带领
年轻队员训练，解决他们的困惑。

袁伟译的母亲许远琼感慨道：“袁伟译能够一
步步走到今天，要感谢很多人。没有他们的无私帮
助，就没有现在的伟译。”自从袁伟译失去双臂后，
社会各界给予了他高度的关注和关爱，帮助他和家
人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袁伟译怀着感恩之心，每
年回乡都会看望留守儿童和残疾朋友，分享自己的
成长经历，鼓励他们自立自强。

“袁伟译哥哥就像一束阳光，照亮了我的生
活。他坚强、乐观、有爱心，是我学习的榜样。”8月
31日，在咸丰县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杨佳棋和母
亲王玉玲与其他残疾朋友一同观看巴黎残奥会。
看到袁伟译夺冠后，杨佳棋激动地跳了起来。

2019年夏天，袁伟译妈妈在一次志愿活动中
和杨佳棋姐妹俩结缘，了解到她俩在刻苦学习的同
时还要照顾患病的母亲。袁伟译从妈妈口中得知
情况后，决心帮助这对姐妹。他从为数不多的生活
费中挤出部分来资助姐妹俩上学，用自己多年积攒
的零花钱帮助热爱画画的杨家两姐妹购买画笔和
材料，并在生活上为这个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此外，他还为家乡小学捐赠学习器材，开展励
志演讲，为咸丰蓝天救援队捐赠救援装备。

王玉玲说，袁伟译有时候训练忙，很少回来，就会
让他父母来看望小佳棋，或者打视频电话，最近一次见
面还是去年11月。“他们一家人只要来我们家，感觉
家里瞬间就亮了起来，很温暖。”

每次冲刺都要咬牙撞向池壁
“折翼”后的袁伟译这样化身“无臂飞鱼”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张诗秋 通讯员 杜迪纳 刘汶鑫

“有了粮食烘干机，咱再也不用
看天吃饭了。”8月19日，在丹江口市
习家店镇粮食烘干中心，左绞村村民
张万强高兴地说。

张万强家里种有300亩玉米地，
完成采收后，他专门送到镇上新建的
粮食烘干中心来烘干。

“烘干后的品相更好，更能卖出
好价钱。”张万强说，去年采收季遭遇
连续阴雨天，他家的玉米减产了。

在习家店镇粮食烘干中心，1台
烘干机正在作业。高大的仓库内，金
黄的玉米堆成一座座小山。东晨种
养家庭农场负责人赵毅正在仓库里
查看粮食的干湿度。

“粮食收割季最怕遇到连续阴雨
天，会造成稻谷出芽、变质，影响整体
收成。去年夏秋两季，当地遭遇阴雨
天气灾害，给农民造成不小的损失。”
赵毅说，今年，在丹江口市农机服务
中心的支持和帮助下，他建成粮食烘

干中心，可有效减少粮食霉变，受到
农户们的欢迎。

习家店镇、蒿坪镇、石鼓镇地处
丹江口市江北地区，是传统的粮食主
产区。由于投入成本高、用电用地难
处理、经济效益不确定等问题，市场
主体不愿投资，江北三镇一直没有粮
食烘干中心。

今年以来，丹江口市农机中心加
强引导和扶持，协调解决市场主体建
设烘干中心的场地、用电等问题，推
动粮食加工烘干厂房建设。“目前，蒿
坪镇、习家店镇的粮食烘干中心均已
建成投用，石鼓镇的粮食烘干中心也
将在年底建成。”丹江口市农机中心
主任程海军表示，3个粮食烘干中心
建成投用后，年收储烘干粮食可达
4000 万斤，减少粮食霉变损失约
500万斤，可增加收入约400万元，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和种植大户

“晒粮难”“存放难”的问题。

丹江口农户晒粮不再看天色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宽宏 通讯员 曾雨 张愧枚

8月 29日 14时，演员佟丽娅发布了一段视
频，向巴东“无臂青年”陈兹方表达敬意，感谢其在
塑造角色时的助力。

原来，8月 23日上映的电影《假如，我是这
世上最爱你的人》中，佟丽娅扮演一位先天性无
臂女性。角色没有双臂，该如何演戏？佟丽娅
向巴东“无臂青年”陈兹方求助。

“她很真诚，一开始就说了，是为了角色表
演，想看看无臂人士是怎样生活的。”陈兹方表
示，佟丽娅是在网上看到他分享的换尿布、冲奶
粉、钓鱼等生活视频后，通过私信联系上他，表
明来意。

今年34岁的陈兹方，天生无双臂，但他自立自
强，通过抖音卖山货，带领200多户村民脱贫增
收，不但感动了网友，也赢得了敬意。

用双脚做鱼汤招待佟丽娅

去年7月，佟丽娅和助理第一次来到巴东县野
三关镇陈兹方家里，陈兹方热情大方地接待了
她。两天时间里，佟丽娅近距离观察他用双脚完
成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陈兹方向佟丽娅示范如何用双脚抱孩子、开
奶瓶、喂奶等照顾孩子的日常，让佟丽娅来体
验，并教她每一个脚趾的作用，该怎么使劲。

“佟丽娅反复请教这些细节，并没有明星
的架子。”陈兹方透露，当时佟丽娅团队想给
他一些报酬，但陈兹方婉拒了。临走时，佟丽
娅给陈兹方刚出生的孩子买了尿不湿、爬爬垫
等用品。

到了9月，佟丽娅再一次来到陈兹方家。这一
次，佟丽娅在陈兹方家待了两天，展示如何用双脚
打麻将、敲键盘等练习成果，陈兹方也传授如何用
省力的方式来完成表演。

“其实在生活中，并不是每个动作都要用
脚。有些动作可以用嘴来完成。”陈兹方告诉
佟丽娅。

因为忙着练习，那天的午餐，陈兹方是点外卖
到家。“菜到了，发现没有汤，因为我喜欢钓鱼，就
用前一天钓来的鲫鱼，做了一碗汤。”

当天中午，陈兹方现场演示了如何用双脚做
一道鲫鱼汤，并得到了佟丽娅的好评。“鱼汤都
喝完了。”陈兹方开心地表示，双方一直在微信
上保持联系，还在北京见过一面。

带动200多户村民增收致富

陈兹方有一个艰难的童年，9个月时，其父患
病离世。稍大一点的他不得不练习用脚趾拿筷子
吃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陈兹方的腿脚变得跟
手臂一样灵活。他不仅学会了吃饭、穿衣，还学会
了洗澡、刷牙、切菜、写字等。

靠着毅力和不服输的劲儿，陈兹方相继学会
了养猪养羊，用脚劈柴、锯柴，甚至练上用脚穿针、
换灯泡、修理插座等“绝活”。

2012年，在外打工的哥哥送给陈兹方一部智
能手机，他学会了用脚打字。2016年，陈兹方萌生
了开网店的想法。起初，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的
他，用脚来敲击键盘，一字一句地编辑商品信息，拍
摄产品图片，将网店经营得红红火火，还趁着互联
网的风口，做起了直播带货，成为当地的脱贫先锋。

他成立了“陈兹方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吸
引乡亲们加入，和当地种植大户合作，帮助他们销
售腊肉、土豆、柑橘等土特产，去年销售额达到600

万元，带动200多户村民增收致富。
2023年，陈兹方升级当了爸爸。他用视频记

录用双脚照顾坐月子的妻子、煲汤炒菜、冲奶粉、
换尿不湿……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尤其是一条
给坐月子的媳妇做鲫鱼汤的视频，全网有5000多
万的播放量。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和乐观态度，感
染了无数网友。

但生活总是爱开玩笑。今年7月，陈兹方的爱
人怀上了二宝，但他却检查出胃部患肿瘤。

得知陈兹方的病情，佟丽娅积极为他联系
医院，鼓励他治疗。8月 1日，陈兹方在武汉做
了手术。

电影上映时，佟丽娅邀请陈兹方参加首映式。由
于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在恢复中，陈兹方遗憾未能前往。

“生活想埋了我，但我依然是要破土的种
子。”陈兹方表示，通过佟丽娅的练习，他看到了
曾经的自己。一定会找时间去影院看看这部电
影，也会继续用短视频记录生活的点滴，用一颗
感恩的心来回馈遇到的好心人，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

他的生活比电影更动人

佟丽娅来巴东无臂青年家中“学”表演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通讯员 焦国斌

佟丽娅抱着陈兹方的女儿与其合影。（受访者供图）

（上接第1版）
在向家福的记忆里，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农村不少地方口粮短缺，煮
红薯就是一顿好饭。黄厚玉夫妻上
有老、下有三个子女，日子也过得艰
难，但还是将幼无所依的向家福领回
家。“那时候，桌子上多双筷子，是不
轻的负担。”黄厚玉、向成秀不仅给了
向家福一双筷子，还全力将他养大，
帮扶他结婚、建房、安家。

“我没有其他的能力，长大后，唯
有把两位老人当亲生父母对待，报答
养育恩情。”向家福说道。

2022年11月9日，向家福夫妻
俩在油菜田除草时，被野猪咬伤。其
子向瑞华忙着在医院照料老人，慌乱
中，忘了托付邻里照料家里。

等向家福伤情稳定，想起家里的
5头猪3只羊，一拍大腿：“这算是完
了！”前来探望的邻居让他放宽心。
原来，左邻右舍已自发组织排班，每
天三四个人，到向家福家里喂牲口、
收拾屋子，整整持续了三四十天，直
到夫妻俩康复出院。

在向家福看来，虽然人生坎坷，但
他和宋来波一样，都得到了乡亲邻里
的帮助，最终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

“乡邻互助，在我们这儿，平常又
普遍，是应该做到的事。”分水村党支
部书记徐文豪盘点说：村里的陈明秀
老人，长期热心帮助忙于生计的邻居
照看孩子；五组一户农家，妻子残疾
卧床，生活靠丈夫照料，今年7月，丈
夫被蛇咬伤入院治疗，四五户邻居分
成两组，轮流去陪伴照顾女主人、料
理家务……

回报家乡越来越多
守望相助正向循环

8月30日，在北京的宋来波通过
电话告诉记者，返乡创业的念头已考
虑多时：“我会努力把厂子办起来，让
更多家乡人从中受益。”

与宋来波一样，走出分水村，奋
斗有成后，回报家乡的村民也越来越
多。

分水村村委会附近，有一处三岔

路口，交通事故频发。在外创业有成
的村民黄厚虎出资将三岔路口改成
环岛，还在附近修建文化广场，方便
村民休闲体育锻炼。

去年，嫘祖镇中心卫生院血液透
析室投入运营。以前，镇里的患者往
返县城做血液透析，需要4小时。现
在，不用长途奔波了。从分水村走出
去的企业家罗方林，是血液透析室的
捐赠者之一。

“村里可以成立劳务公司，承接
镇上的小型工程。”罗方林经常为村
集体经济提出发展思路。他说，作为
一名民营企业家，要助力解决社会共
同关注的问题，这是感恩时代和乡亲
们的最好方式。

守望相助为何能在远安代代相
传？

远安县民俗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胡延雄认为，这与当地教人向善、“好
人得好报”的乡风民俗分不开。近些
年来，政府提倡成立道德理事会、评
选道德楷模，引导群众向上向善，对
风俗教化产生积极影响。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振
认为，“远安兄弟”作为受助者一方，
他们始终怀有最淳朴、炽热的感恩之
情，弟弟宋来波更是以“接棒人”的角
色，通过自身的奋斗、自强，让感恩完
成一次别样的“升华”——力所能及
回馈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乡亲。

“这种升华特别值得我们思考，
让守望相助的美德成为一种正向循
环。”王振说，行善的本心并不是为了
回报，但受助一方回馈帮助的一方，
帮助的一方也许会有更强的动机去
延续行善的使命，受助的一方会更加
奋发图强以不枉人们的帮助。

宜昌市委党校副校长龙会忠说，
知恩图报、感恩戴德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重要内容，在维系社会公序良俗、
传递人际交往文明中具有积极而独
特的作用。《“远安兄弟”还情记》呈现
了文明的乡风、时代的新貌、传统的
赓续，将带动和催生更多的好人好事
与新人新风的养成。

袁伟译屡获奖牌。（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