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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的人，会觉得他们没那么利索。但其实有时候他
们比我聪明。”安康城区香溪路与育才路交叉口，阿甘洗鞋店
店长王辉一边录入顾客刚送来的鞋的信息，一边介绍着自己
的两位店员。“他们不用查系统，看顾客的脸就能找到他们的
鞋。 ”王辉补充道。

20 岁的店员周继芳给鞋带系上标签，放入待洗区。 一墙
之隔的操作间里，另一位 19 岁的店员王学林正在清洗鞋底。
二人都是白上衣、蓝马甲、黑裤子黑鞋、白鞋边，蓝色的帽子
和口罩遮住短发和脸，中间露出的眼睛稚气未消。

拍照录入、分类、清洗鞋带鞋垫、区分材质、清理鞋面、烘
干、保养……多重繁琐的工序，三人每天要重复几十甚至上
百遍。与精通全流程的王辉不同，店员周继芳、王学林虽然有
“刷脸”这样的技能，但对于患有智力障碍的二人来讲，简单
几步的电脑录入就像普通人写程序代码，其他环节出错的可
能性也会更高。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重复。 “鞋底用硬毛刷，鞋
面就要用软毛刷……”一开始，最简单的流程王辉都要一遍
遍示范。 现如今，二人单独在操作间里王辉也不大操心了。

去年 5 月王辉远赴郑州培训， 去年 10 月开业到今年 4
月中旬，店里的生意越来越有起色，王辉担心的事情却越来
越多。 “口碑有了，接到的单子也更多。 能送来洗的鞋基本都
不便宜，最贵的几千上万的都有。贵的鞋还是只能我洗，不然
一个月洗坏那么几双这店开不下去。”王辉直言，现在最操心
的就是一旦自己离开，这个店是否还能正常运转。

生意步入正轨自己却要离开，王辉道出了其中缘由。 数
十年前，王辉因为做工摔坏了腰，是热心慈善的同乡王远峰
为自己垫付了药费。 三年前，得知王远峰解决安康地区智障
青少年的就业问题需要帮手，回乡过端午节的王辉便主动联
系上王远峰。

经过考察，结合王辉在鞋厂工作的经历，二人最终敲定
了“阿甘洗鞋”的项目。 王远峰负责资金，王辉则负责技术。

抛开房租水电等成本， 在维持店铺正常运转的前提下，
王辉的工资稳定在两三千元。 王辉说，这样的工资供养一家

老小存在困难，而自己只能尽量坚持到周继芳、王学林或其
他新学员能独立负责店面为止。

2018 年，周继芳从阳光学校毕业，转至王远峰负责的安
康慈幼康复托养服务中心继续学习工作技能。 做过超市店
员，做过手工，最终，还是不需要过多的沟通、流程较为固定
的洗鞋赢得了周继芳的青睐。 “最喜欢这里， 有时候会想爸
爸。 ”周继芳盯着地面说，口齿并不算清晰。

“周继芳、王学林算是情况很好的孩子了。只是智力发育
有些迟缓，学习以及与人沟通交流存在一定困难，生活能够
自理。 目前都是家长在外务工。 ”王远峰说，在南井街的慈幼
中心，还有很多生活不能自理，患有唐氏综合征、自闭症、脑
瘫等疾病的少年儿童，中心为孩子们提供教育、培训、康复、
托养、日间照料、就业等服务，对于家庭特别困难的，予以费
用减免。

出身农村、幼年艰辛、初中辍学……苦难没有打倒王远
峰，反而给了他超乎常人的共情能力。 收养流浪儿、火场救
人、助学、创办残障人士救助服务机构……创业成功前后，王
远峰都尽其所能扶危助困。 他的善举也获得社会的认可，先
后获得全国优秀志愿者、省道德模范、省公益大使等荣誉。

2020 年，王远峰创办了安康慈幼康复托养服务中心。 家
庭出资一部分，自己办社会培训机构补贴一部分，社会捐赠
一部分……机构就这样运转起来。 但王远峰觉得，这种方式
是将有限的资源引入， 倒不如将孩子们送到社会的大学堂，
扎根宽阔的社会土壤。“安康地区智障儿童预计有三千多人，
他们的成长速度一定要赶上父母老去的速度……”王远峰补
充道。

“《阿甘正传》肯定大家都知道，电影主角就是低能儿，但
他积极，永不放弃，跑过了同学的歧视、跑过了炮火纷飞的战
场、跑遍了全美国，并且最终跑到了他的人生巅峰。我们的孩
子也一样，也能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我专门把店面开在学
区， 也是希望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能接触到更多的青少年，
激励他们乐观向上。”在王远峰看来，这也是“阿甘洗鞋”诞生
的初衷。

奔奔跑跑吧吧 ，，““阿阿甘甘””
记者 陈楚珺/文 张乔/摄影

4 月 16 日，安康城东。 四桥在静谧的汉江上倒映出五环，远处的西城阁和滨江大道与鳞次栉比的住宅小区形成

了一幅城市风景画。 二桥、四桥相互辉映。 陈梅 摄

换个角度看安康

1971 年出生的熊自儒是岚皋县农商银行的一名退休
职工。 在工作中她诚信敬业，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她还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的人。据不完全统计，自参加
工作以来， 她个人累计投入资金 23.6 万余元用于资助困
难家庭、困难学生及重症病人。

2001 年 3 月 26 日，熊自儒在补鞋摊上补鞋，发现补
鞋匠李宗成脖子上用纱布包扎着， 说话必须用手捂住喉
管，才能发出低微的声音。经问询，她得知李宗成患有喉气
管狭窄、颈前喉气管瘘孔的后遗症，需大笔资金做瘘孔修
补术。 她当即资助 1000 元，后为李宗成协调 1.5 万元信用
贷款，并帮他联系西京医院成功完成手术。

2002 年的春天，熊自儒下乡做贷前调查时，发现民主
镇五一村束学补、束学平兄弟俩年少丧父、中年丧母，又无
家室，蜗居在一间破草房中。她立即找到村支书，商议将兄
弟俩迁到山下。 兄弟二人不符合贷款发放条件，她就个人
资助 3000 元帮他们在村口盖了两间小砖房， 逢年过节还

常到家去看望。 2022 年束学补去世，她又资助 500 元将束
学平送进敬老院。

2003 年，熊自儒将岚皋县石门镇一名贫困学生许应
兵接到自己家中， 自初一到高中毕业免费提供食宿 6 年，
2008 年孩子考上南宁大学， 熊自儒不仅帮他办理了助学
贷款，还资助他一部分生活费，鼓励他勤工俭学。在熊自儒
的帮助下，许应兵顺利毕业且在深圳一家公司就业。

2006 年，熊自儒认识了靠“拾荒”供三个孩子读书的
邬明珍，先后帮补三个孩子近 2 万元，还撰写了稿件《岚皋
大嫂进城捡破烂供出三个大学生》广泛传播。 随后而来的
社会救助，帮助邬明珍的三个孩子顺利完成学业并参加工
作。

2012 年夏天， 熊自儒看到城关镇林盛海一家住着破
旧的石瓦危房，主动按照贷款审批流程为他们申请了 6 万
元的建房贷款， 并以自己的名义向亲友借款 20 万元转借
给他们。一年后，林盛海一家建起了三间三层楼房。通过三

年的努力，林盛海一家不仅还清了贷款，还将熊自儒私人
转借的借款也全部偿还了。

熊自儒说，一个人最大的痛苦和绝望莫过于有病无钱
医治，所以她也特别关注周围身患疾病的人。 她给重度烧
伤女孩廖某捐款 700 元， 给患病教师杨某捐款 500 元，通
过家乡微信群给白血病小伙李某捐款 600 元，资助肺癌矿
工曾某 500 元……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做好事。 这些
年来，熊自儒一直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她的大爱，坚持
不懈资助困难群众。

熊自儒说， 自己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该做的事，不
值得宣扬，真正解救百姓于疾苦的还是国家的力量、社会
的力量和群体的力量。她说：“以后我还会力所能及地去帮
助更多的人、影响更多的家庭，在扶危助困的道路上，我会
一直走下去。 ”

（岚皋县委文明办供稿）

平凡中创造不凡 不凡中坚守平凡
———记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熊自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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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正在为周继芳与王学林讲解鞋子的保养知识。

王学林正在清理鞋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