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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观

李波二首

冬雪

又见红装素裹容，飘飘洒洒舞苍穹。
劝君莫要吟风雅，可有人怜卖炭翁？

雪

飘飘洒洒好妖柔，遮掩世间丑与羞。
掀起盖头滴冷泪，谁人让你显风流。

王佩二首

冬至

履长索句上楼台，冬至阳生春又来。
岭畔清霜枫叶笑，庭前瑞雪蜡梅开。
寒窗瘦影惊谁梦，墨砚香诗醉我怀。
漫步堤头回望处，惺忪杨柳待风裁。

入冬

光阴不待总忙匆，秋色浓留却入冬。
岭坂黄栌摇叶艳，溪边绿柳曳枝穷。
虽怜篱畔菊芳尽，更恋苍穹雪瞀空。
毕竟西风难历久，心随此季共销溶。

陈春苗二首

冬游瀛湖

烟浮眉黛水沉芳，暖暖冬阳日渐长。
影入湖心惊野渡，粼波碎玉共天光。

苏幕遮·初冬夜有感

水纹稠，风凛冽。 落木萧萧，吹尽南山叶。 将
晚云沉天欲雪。 羁旅何归，热血心头灭。

向穷途，情更怯。 乍远韶华，多少难关越。 依
旧北风塞四野。 江海余生，醉饮邀明月。

赵静二首

初冬杂诗

此际初冬至，丹枫若日熏。
荒村洼水静，野旷雪霜新。
夜枕寒风啸，晨妆怯意深。
题诗酬自趣，寥慰怜秋心。

咏雪

轻若飞花絮，穿庭落草茵。
裹梅香渺渺，扑面冷森森。
日上消冰魄，风回舞玉魂。
最宜醅蚁酒，歌赋对黄昏。

汪新二首

冬夜感怀

君爱新霜余爱月，清辉一地旷怀开。
凭栏听雨三分雪，弹剑纵歌万朵梅。
梦里鲲鹏遨玉域，醉中文笔写兰台。
东坡太白皆吾友，快活风流且过来。

大雪

万里晶琼落，纷扬染玉峦。
雪堆千尺冷，水破九渊寒。
莫恼无通路，须知有宝鞍。
心宽消杂绪，一笑最不难。

张定敏二首

立冬

开轩惊朔气，望岭裹银装。
荷叶池间败，梅花槛外香。
捧杯温茗盏，吟阙旧辞章。
小梦心中筑，春来一鹤翔。

冬日闲吟

平时忙碌事相催，周末闲情任意裁。
屋外霜寒凋万物，炉前酒暖饮三杯。
读书但忆匡衡苦，拈韵频邀杜甫陪。
忽见隔窗飞雪舞，出门欲折一枝梅。

李国徽二首

雪夜回乡路上

浮雪缤纷落，斜飞入莽林。
半帘天色暗，一点烛光深。
道向村中去，风从耳畔吟。
凡间烟火气，最暖路人心。

卜算子·立冬

叶落朔风时，雁去金秋老。水气山峦景交融，
天际连秋草。

暮秋北地寒，野菊东篱俏。纵有机心块垒愁，
月朗风清好。

王大辉二首

立冬

薄寒恰与仲春殊，霜气凌威引暖炉。
瘦木长吟冬信早，西风暗换北风呼。

太极城初雪

立冬昨日漫寒流，风落梧桐雪掩秋。
许是群山愁冷夜，无及破晓早白头。

刘绍波二首

立冬随吟

遍地霜浓日渐寒，走南闯北却衣单。
奔波在外甘辛苦，只愿家中老少安。

立冬抒怀

一夜寒风雨雪催，暮秋终退立冬归。
堤边落叶几回首，岭上浓云半展眉。
遵序方能生态好，违章岂不物情悲。
铺笺记取时光绪，化作诗心伴墨飞。

曹春秀二首

立冬

细雨敲窗一夜寒，西风瘦尽菊香残。
未曾识得金秋面，已是冬来雪舞姗。

立冬随吟

山著锦绣叶蝶翩，寒沐霜枫色愈丹。
陶舍篱菊香未尽，初冬悄已到阶前。

丁应明二首

写在立冬日

云飞雁字又辞秋，如水年华指间流。
才觉青葱依竹马，哪知霜雪挂枝头。
冬来昨夜春已近，笔下诗行韵未收。
莫道天荒无寄处，满山红叶为君留。

冬至闲笔

飞雪联翩冬已至，红枫几片逐残秋。
云山莽莽天一色，雾海沉沉风满楼。
心有丝绦春未远，情牵鸿雁梦难休。
时光不为繁华驻，笑看沧桑往事悠。

咏咏 冬冬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11 月 7 日，市诗

词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午在安康中学电教
礼堂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记者在会
上获悉，2016 年以来， 该学会优秀作品不断
涌现，诗词创作硕果累累，会员作品屡次斩获
全国各类大赛奖项， 获奖人数和等次居陕西
市级前列。

来自全市各县、 区、 市的诗词学会代表
60 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会上，选举了新一
届学会领导班子：李波为会长；陈春苗、刘绍
波、张紫均、王佩、汪新为副会长；潘安为秘书
长。会议还聘请刘继鹏、田尔斯为安康市诗词
学会名誉会长；聘请宗振龙、傅春海、崔兴宽、
林果、吴强民、刘树藩等人为学会顾问。

2016 年编纂的《安康诗词集成》一书，由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 年陈春苗、王佩，
分别荣获“三秦杯”第二届女诗人诗词写作大
赛三等奖和“美丽蒲城”海内外征联大赛“优
秀奖”；2018 年 10 月，李波、丁应明两位同志
荣获陕西诗词三十年“长安诗人”称号；2019
年学会编纂了 《秦巴明珠风景———安康旅游
诗韵》一书，本书荟萃了省、市诗人写安康景
点的精品佳作， 为安康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20 年 5 月学会有 37
人的 228 首诗词作品，入选《中华诗词文库》
陕西分巻；2020 年 6 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发行的代表当代陕西诗词创作水平的 《陕
西当代诗词三百首》一书中，收录了李波、丁
应明、王佩三位安康诗人的作品。

市诗词学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巨 变
———紫阳县脱贫攻坚纪事

■ 曾德强

报告文学思兰商贸，物流龙头

在紫阳，无论你到哪个镇村 ，都可
以看到醒目的“思兰商贸”字样。 这是紫
阳县思兰商贸有限公司的“腿”。 思兰商
贸既是全县的商贸龙头，也是全县物流
龙头。 这龙头现在承接着两个国家级项
目。

电商离不开物流。 因为电子商务本
身就是现代化物流和信息技术发展的
产物， 物流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物流服务于商流，是实现电子
商务的保证，是实现以“顾客为中心”理
念的根本保证。 广义的电子商务包括物
流电子化过程，电子化的对象是整个的
交易过程，不仅包括信息流、商流、资金
流，还包括物流。

说起紫阳电商 ， 就不能不说执掌
“思兰商贸”、智慧物流中心（网货供应
中心）的王思兰。

这个商界大佬， 过去也是贫困户。
从昔日贫困户到今朝扶贫人，从实现自
身小康到托起乡亲们的致富梦，紫阳县
思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思兰靠奋
斗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紫阳县电子商务队伍基本都是年
轻的创业者，“奔六”的王思兰算是比较
另类的。 只不过，她每天的主要工作不
是上网、刷微信，而是以自己公司的庞
大体量和经济实力为电商提供承载和
依托。 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她是紫阳县
电商行业的老前辈，一点也不为过。 这
不仅仅是因为她年长，更重要的是她的
贡献。

小时候因家境贫寒，她只读到初中
毕业，17 岁便只身从洞河乡村到紫阳县
城闯荡，扛过沙袋，背过水泥，东奔西跑
地当小贩，苦活累活干过不少，就像饭
桌上的抹布———尝尽了酸甜苦辣。 “过
够了穷日子，深知其中滋味，在有生之
年，能力所及范围内，我能帮的就一定
要帮，这是我的梦想。 ”王思兰说，“那时
候，我就给自己暗自定下目标，将来一
定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帮助更多的
人摆脱穷困。 ”

在瞅准批发零售行业后，王思兰就
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积蓄在县
城街边搭建了一处小货棚，经营一些烟
酒副食和日杂百货。 从摆地摊到成立公
司，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如今的“思兰商
贸”已把触角延伸到紫阳的各个镇村。

多年诚信经营的“商海女杰”声誉，
加上长期扶贫济困的口碑，使王思兰的
名字在紫阳几乎家喻户晓。 事业成功后
的王思兰，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的诺言。

2016 年，紫阳县正式被确定为国家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王思兰及
时抓住这一重大机遇，利用思兰商贸作
为紫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定点龙
头实施企业这一优势， 投资建设紫阳
县、镇、村三级物流体系，打通了农村快
递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吸纳 340 余人
就业。

县城西郊桑树沟 ， 有一个物流中
心，是“思兰商贸”在县政府的支持下于
2017 年 2 月建成的。 2020 年“双十一”，
我到此采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门口
并排悬挂的招牌：陕西供销电子商务集
团紫阳县供销思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紫阳县思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紫阳县
网购供应中心……副总经理陈华友介
绍说，这是一个以紫阳县物流中心立项
的“多功能厅”，投资 5900 万元，总面积
1.1 万平方米，集仓储、运输、配送、信息
交流、商贸流通、电子商务等相关配套
服务于一体，彻底改写了紫阳过去物流
业务零星分散的历史。

走进一楼门口，就看到堆放的 “和
平茶业”包装箱，有 20 多件。 我熟悉紫
阳县“和平茶业”，它是全县当今历史最
悠久的茶叶企业，集生产、加工、销售于
一体， 在西安、 安康等地设有 20 多家
“和平茶业”专卖店，一般都是厂部用自
己的货车送货。 怎么也在这里发货？ 陈
华友说， 从这里发货便宜。 细问得知：
2015 年， 紫阳县城快递收费是每斤 15
元，而现在，由于有了智慧物流中心，有
了配套服务，有了规模效益，收费标准
降低为 3 公斤 4 元（邮政等），最快的顺
丰快递，收费也才 2 公斤 6 元。

我不禁感叹：智慧物流中心既给贫
困户和广大农村带来了便利，也为众多
厂家、商家和消费者带来了实惠。 透过
这个“点”，就可以窥见紫阳商贸、物流
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可以感知王思兰以
一己之力作出的巨大贡献。

是的，王思兰的贡献和影响起码是
全县性的。 她的企业外引安康秦和商
贸、泸康酒业、伊利、康师傅等商家，内
联紫阳开源实业新科技（系列玉米营养
餐）、 富硒粮油食品及本地农副土特产
品，通过“外引内联”销售模式，采取“电
商平台销售、订单农业合作社、新零售
战略辅助”， 有力拓展了紫阳本地特色
富硒农副土特产品销售渠道。 线下百货
商品进村入户、 线上农副产品出山进
城，“一根线两条路”“城乡对流”，“思兰
商贸”+电商，带动一方脱贫致富。

向阳镇瓦房村李仕秀过去靠做小
生意养家， 因建新房欠下一大笔外债，
做生意已经没有本钱。 王思兰得知，主
动给她赊了 8 万多元的货物，并给她配
送了价值 3000 元的货架和收银台 ，让
她开办当地最大的“思兰商贸”超市，成
为全镇贫困户第一个脱贫奔小康的主
儿。

“乡亲们要脱贫， 不但要创造外在
条件，关键还是要激发内生动力。 ”由于
曾长期生活在农村， 与众多农民接触，
王思兰深刻认识到扶贫工作变 “输血”
为“造血”的重要性。 她说，多数贫困户
受自身和外在等条件限制，外出务工难
度大，要真正拔掉穷根，就要因地制宜
发展产业，实现家门口的脱贫致富。

她为此殚精竭虑。 在“百企帮百村”
社会扶贫公益行动中，王思兰带领公司
在所包联的毛坝镇腰庄村、 瓦滩村、染

沟村、新桃村组建“思兰硒源合作社”和
“开心农场”，发展生猪、药材、茶园、香
椿、蜂蜜、观光桃园等项目，依托产业带
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她所包联的 349
户在册贫困户，户均增收 2550 元，辐射
带动周边 4000 余人在家门口就业。

教育扶贫也是王思兰帮扶工作的
重点。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她共捐
款 51 万多元， 帮助 103 名贫困家庭大
学生圆梦大学。 “山里的孩子想要飞出
大山变身金凤凰， 学习是唯一的捷径，
只有不断接受更好的教育，才能更好地
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王思兰以无私的
付出为下一代成长提供能量。

按说，王思兰现在是大老板 ，是著
名企业家了，不知情的人可能以为她平
时坐在宽大、豪华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办
公室，主要用电话来指挥下属、安排工
作。 但是，如果有事需要见面问她“在哪
儿找你”时，十有八九她会回答“您来思
兰商贸超市。 ”也许是忙惯了，喜欢熙来
攘往的消费者，喜欢与尊敬她的员工零
距离相处，她放心地让一位副总在智慧
物流中心里坐镇，自己则在县城紫府路
思兰商贸超市“蹲点”。 超市里的柜台常
常做她的办公室，也常常做她这位市政
协委员的“履职工作室”。

低调务实的王思兰 ，本来 “不求闻
达于诸侯”，只想为群众、为社会、为国
家做些实实在在的实事好事， 可是，由
于她的突出表现和贡献，2019 年被评为
“陕西省脱贫攻坚奉献奖”，2020 年荣获
安康市脱贫攻坚“突出贡献”奖，思兰商
贸荣获紫阳县“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
行动先进企业、脱贫攻坚工作“优秀帮
扶企业”称号。

王思兰就像一簇幽兰，在山间静静
地绽放，散发出幽幽的清香。 清香里，和
着传统美德、扶贫情怀和电商幽光……

始于淘宝，植根乡村

做电商的人， 大多是思维敏捷、好
学上进的年轻人。 陈华友就是这样一位
青年。

他中等个头，文静稳健 ，毕业于河

北理工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四年本
科。 学的是工业，却偏偏热爱土地，喜欢
观看各种植物从土壤长出来的样子, 希
望在土地上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现在
把主要精力放在种植香椿、 林下养鸡
上。 这令我有点不解，因为搞种养业，辛
苦不说，还见效慢、风险大，不如在工厂
或矿山发展。

不同于常人的选择，源于不同于常
人的家庭与情怀。 陈华友出生在瓦庙镇
海拔 1200 米的庙坝村。 这里山大沟深，
地质灾害多，一遇洪水学校就放假。 上
小学五六年级时， 学校离家相距 15 里
路，又没有住校条件，冬天两头摸黑，自
己做饭吃罢以后， 就打着火把上学去。
家庭氛围传统而和睦。 当山里人被打工
潮席卷的时候，他的父母为守护年迈的
爷爷、奶奶而坚守农村，一年四季在土
地上勤扒苦做。 陈华友放学回家，不是
吃剩饭，就是冰锅冷灶，饿着肚子还得
给一家人做饭。

也许是天生多愁善感，陈华友小小
年纪就思考：怎样才能让家里人过上吃
不愁、穿不愁、花钱不愁的好日子。 所
以，尽管上学条件非常艰苦，他依然坚
持刻苦学习，直到考上大学。

穷家的孩子得自强。 上大学期间，
节假日他四处打零工挣学费，发传单、
将报废的旧自行车买来修理之后再卖
出去。 上 4 年学花费 5 万多元，他只在
家里拿了 1 万多元， 其余费用都是自
己勤工俭学挣下的。 还获得 “三好学
生”“国际励志奖学金”。学业也非常精
进。 为了锻炼口才，他坚持练习演讲。
学校 8 点上课，他与三四个伙伴相约，
6 点前起床 ，教室一开门就进去练习 。
苦难的生活使他早早地接触了社会 ，
学到了为人处世的方法， 磨砺了刚强
坚韧的性格。

所以 ， 当他大学毕业后在汉中西
乡矿业公司就业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
全方位的才干：新组建的公司，既没有
工程师也没有技术员， 他这个技术负
责人和生产厂长就把制图方、 监管方
一肩挑起来，居然做得有声有色。 但他
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多少个夜晚，他遥

望着家乡紫阳的方向， 想象着那生活
在大山皱褶里的家人和乡亲们， 他们
生活得怎么样呢？ 何时才能改变贫穷
的命运？

心灵的无数次召唤，终于使他下定
决心：回紫阳去创业！ 2015 年 10 月，他
辞职回到紫阳，注册成立紫阳县锌硒粮
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开始做电子商
务。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创业之
初，他面临着“六无 ”：无资金———仅有
一万元，不够哪一头 ；无产品———要啥
有啥，要啥没啥；无经验———上了许多
当，每次不一样；无方向———到底该怎
么运营；无资源———社会、市场、信息 ；
无人懂———悄悄地躲着干活。

两个月后，他在瓦庙镇租了个门面
开淘宝店，自己关起门来刷墙、装修。 开
店一般都要搞庆典、做活动。 而他只有
一万元本钱，不敢铺排，所以开业冷冷
清清。当天下雪，他关门回家。走到半路
上，忽然看见茫茫白雪中，两个“黑点”
正慢慢地相向而来。 那是爸妈来给他送
货的。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暗暗发誓：一
定要把电商做大做强，不说别的，起码
要对得起父母！

圆梦之路怎么走？ 第一步是销售。
他骑着摩托车翻山越岭到农户家里收
购土特产。 摩托车不能抵达的地方，就
用背篓背。 在山沟野凹里，一天又一天，
记不清跑了多少路。 收回来的产品标准
不统一，品质差别大，比如土豆片，从农
家零星收购，存在厚薄不均、颜色不一、
大小不匀问题，他就自己挑选搭配。 快
递费用也太高。 晚上在网上卖货，白天
在店里发货，很是辛苦。 但是他经受过
艰难困苦的磨炼，具有大山般坚强不屈
的意志，再苦再累也不放弃。

如果说，来自父母的支持给他注入
了创业的激情和动力的话，那么，来自
党和政府的支持则使他感受到了社会
的巨大力量。 虽然他自己认为电商做得
不理想，需要实行重点突破，但对全县
刚刚兴起的电商行业而言，他那个小小
的公司却像东方黑蒙蒙的天幕里透射
出来的一缕晨曦。

2016 年就是陈华友最红火的一
年。 1 月，他的紫阳县锌硒粮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被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县电子商务行业协会评
为“紫阳县优秀电商创业企业”。 带着
这份荣誉， 他回到瓦庙镇庙坝村组建
合作社，宣告农民：“你们负责种养，我
负责销售。 ”他把公司业务重心下移到
乡村， 实实在在地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的事迹 ， 引起宣传部门的重视 ，5 月 ，
县电视台对他作了专题采访报道。 一
时间， 陈华友成为人们热议的新闻人
物 ， 农民对他的信任度大大增强 。 6
月，吸纳村里 71 家贫困户 255 人入股
公司。 7 月，把工作重点转到交通较为
便利的毛坝镇， 在镇党委和政府的支
持下， 建起全县第一个镇级电商服务
站 ，组建合作社 9 个 ，开发 40 亩农业

技术服务基地 1 个。 8 月，县政府要求
全县各镇向毛坝和瓦庙学习建设镇级
电商服务站。

2017 年， 应紫阳县电子商务进农
村项目之需， 他协助思兰商贸承接供
销电商惠农工程，并打造一个集百货、
快递、 农产品于一体的电商物流产业
园，项目经过验收，获得国家商务部和
省商务厅的高度评价， 吸引全国各地
前来考察。

根据县领导的要求，陈华友到全县
各镇指导，依托思兰商贸，把毛坝模式
复制到全县各镇。 后来，县上要求电商
进村，他又按照瓦庙模式，在每个行政
村建起了电商服务站。

接下来，就要指导和引导全县这些
电商服务站如何赚钱。 全县抱团做生
意，所有网点共同销售，带动农民种香
椿 、养黑猪 、种药材 、兴茶园 、养土鸡
……2018 年，紫阳县锌硒粮农业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建起直播团队、 企业商城，
销售本地特产 43 款、 贫困户腊肉 4 万
斤，带领农户种植香椿 2000 余亩。

陈华友的企业带动了 71 户贫困
户，承诺农副产品收入每年必须在 3500
元以上，股金保底分红 6%。 他的出发点
绝对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压力很大。 因
为农业不可控因素太多，受制于自然灾
害、天气等等。 比如，有个农户种乌药，
因天旱收成不好，就要求赔偿，说是公
司引进的，叫他种的。 每当遇到这种情
况，他就感到，公司的责任不仅是引导
贫困户寻找致富的门路，还要引导他们
转变观念、提高素质。

作为紫阳县电子商务的开拓者和
传播人，做事踏实的陈华友注意工作的
针对性、准确性。 他在自家的承包地里
试种香椿 ， 在此基础上扩展基地 120
亩 ， 帮助 700 户贫困户种植香椿 400
亩。 春芽即可外销，也可在他任职副总
经理的思兰商贸消化———这儿建有香
椿酱菜加工厂。 “要稳定地做好电商业
务，必须有产品生产基地，否则就没法
保证产品质量。 ”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经
验，也有教训。

基于这种认识，2020 年他把主要精
力放在了基地建设上，打造了一个香椿
林下散养土鸡示范家庭农场，开发富硒
香椿和富硒土鸡蛋。 “人生价值在于为
社会做贡献，做成做不成不重要，关键
是一定要做。 下一步，我想在香椿林下
养鸡的旗帜下，带出二百个左右家庭农
场，让更多农民致富奔小康。 ”对未来，
他满怀憧憬。

人品好，作为大，境界高！ 我不禁对
这个小伙儿更加敬佩起来。

采访将毕时，我好奇地问他成家没
有， 他略显腼腆地回答：“还没有呢，34
岁啦，可是没有时间谈恋爱呀！ 等事业
有成，找个情投意合的姑娘结婚，让父
母安心。 ”

“噢，一定会找个好姑娘的！ 你若盛
开，蝴蝶自来！ ”我从心底里表示祝愿和
期待。 （连载十六）

本报讯（通讯员 杨居平
董良鹏） 11 月 7 日，一直居
无定所的残疾人作家王庭
德喜获新居，在城市风景小
区拥有了一间公租房。

出生于 1981 年的王庭
德， 因为父母智障及早逝，
他在一岁多时由于高烧导
致侏儒症 ， 身高只有 1.16
米 ，双脚内翻畸形 ，行动十
分艰难。 但他不屈于命运的
安排，靠在窗外偷学和借书
自学来顽强求学，上初中时
就获得全国作文大奖 。 初
中毕业后 ， 他除了做乡村
报道员 ， 采写了大量的新
闻通讯外 ，还当过洗碗工 、
卖报郎 、打字员和网管员 、
文秘 ， 后被聘用于安康市
图书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他从未放弃文
学创作，出版有《心灵的灯盏》等专著，其长
篇纪实文学《这个世界无须仰视》荣登畅销
书排行榜，成为“中国高校精品图书”和“全
国中小学校馆配图书”， 并获得多个奖项。
他曾获得陕西省 “残疾人优秀作家 ”和 “陕
西好人”等殊荣，入列“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
人才计划。 ”

一年前，安康市残联领导得知王庭德几
十年来居无定所，目前暂住于安康市图书馆
单身宿舍的情况后，考虑到他的困难，与汉
滨区领导共同为他协调了一间公租房，解决
了他的居住问题，为他在安康城区成家立业
奠定了基础。

今年 10 月下旬，安康富华装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爱心企业家周静云得知王庭德因为
缺乏劳动能力、行动不便及资金不足等原因
而无法装修房屋的实情后， 主动上门联系，
根据他的特殊情况和生活需求，为他设计了
高低适度、经济适用的装修样式。 同时安排
工作人员为他免费施工，帮他订制、采购、安
装了个性化的床铺、沙发、书柜等家具，装置
了厨具、灶具和卫浴用具，购置了洗衣机、空
调、电脑等家用电器，保障他拎包入住。

立冬这天，周静云等人把王庭德迎进温
暖的新居，向他移交了装饰温馨的新房。 王
庭德带着感恩之情，向富华装饰公司赠送了
“关爱有致，亲如家人”的匾牌。

爱心人士助力残疾人作家王庭德安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