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儿子左胜永的进步，妈

妈彭女士特别骄傲，而就在三年

前，刚得知儿子是聋哑儿的消息

时，她夜不能寐，心痛不已。如

今，看到儿子口齿伶俐和正常孩

子无异，她既欣慰又信心十足，

“我相信，再继续练下去，他会和

正常孩子完全一样。”

《交通安全》是“小哥俩”的

“代表作”，他俩说得朗朗上口，

逗趣十足，一个捧哏，一个逗哏，

配合得非常默契。“小哥俩”悄悄

地告诉记者，他俩最近在排练新

节目《夜行记》，“等练好了，我们

再表演给大家看！”

这布条上的爱，有些苦涩
网友曝3岁童被拴铁链行乞 警方澄清“并非拐卖”

5月16日，网友“海边晴朗”在微博上发布“在合肥淮河路步行街

上，看到两老人用铁链拴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怀疑男孩被拐

卖”，微博发出后，引起轩然大波，迅速转载近千次，并引起警方高度

重视。昨日，记者获悉，警方通过详细走访调查，排除了幼童被拐卖

的嫌疑。由于这家人没有固定经济来源，家人出门行乞，担心男孩独

自在家出意外，才用布条拴住男孩，并非是冰冷的铁链。

从微博发布的照片来看，这

个穿开裆裤的男孩走在前面，个

头不大，被一条类似铁链的东西

连着，另一头则系在几步外的大

人身上。

男孩衣着干净，上下一套

白色的衣裤，长相可爱。摇摆

不定地走在步行街上，周围的

新奇和繁华让他非常激动，不

时乱窜。

后排有两名大人，左侧为中

年人，白色衬衫，背着一个背篓，

另侧为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拄

着拐杖。老人手里端着一个塑

料桶，里面是一些行乞要来的零

钱。

“希望小朋友回到父母的怀

抱”的这条微博发出后，网民纷

纷转载留言，有震惊，也有同情。

此事引起了警方高度重视，

并立即走访调查。

当日夜里，合肥市公安局110

官方微博对此事进行了发布，经

了解，孩子3岁，父亲是盲人，奶

奶已75岁高龄，阜阳太和人。

在乞讨期间，为防孩子走失，

家人用麻绳和布条将孩子拴住，并

非铁链。

真相大白，该男孩并非被拐

卖，照片上三人则为祖孙三代，中

年男子和幼童分别是老人的儿孙。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中

年男子姓杨，靠种田为生，自小

患有眼疾，由于无钱治疗，病情

加重后失明，平日与母亲居住在

一起。

2006 年，母子俩来到合肥，

靠行乞为生。期间，杨某相识了

一名女子，领回太和老家后，操

办了婚礼。

婚后发现妻子精神一直不正

常，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花

去数万元治疗费用后一直效果不

佳。在为杨家生下一个健康的儿

子后，妻子则不声不响离家出

走，一直未归。

这家人只能在合肥街头一边

行乞，一边寻找未归的妻子。孩

子小时，曾用背篓背着孩子乞

讨。多年来，曾得到不少好心市

民捐助。

据其家人称，随着孩子的长

大，会跑会走，不拴着经常会跑

不见了。担心有意外，才不得已

用麻绳拴住孩子，又担心勒疼孩

子，孩子腰间用根宽松的布条系

住，祖孙三代则一起出门行乞。

目前，相关部门也在为这家

人申请救助，民警也踊跃为其捐

款，希望能渡过难关。

我省残疾人数达到了400多

万，这也让安徽省残联今年的工

作更加繁重。据介绍，今年我省

残联对于民生工程的投入将达到

6亿元，其中普及面较广的是，在

特困救助上，去年每人每月50元

的救助款，提高到每月60元。对

于残疾人大病救助问题，精神疾

病、康复治疗等不少疾病已经纳

入到医保范围内。

同时，今年继续让10000例白

内障患者重建光明。对于精神病

所需药品救助上，每年将可以报

销500元的药费。

此外，今年我省将建设首个

安徽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该中

心目前已经成立，人员也即将到

位。该训练中心将开展对运动员

的选拔、训练、管理，同时组织残

疾人的国际、国内各项赛事。

神奇“小哥俩”，您说牛不牛
聋哑儿讲相声，嘴皮子可顺溜了

惊讶：拴铁链的小男孩在步行街行乞？

澄清：并非是铁链，担心孩子乱跑用布条拴住

我省目前有400多万残疾人

车祸、老龄化，
致残主因让我们很沉重

今日是第22个“全国助残日”，社会残疾人群调查显示，随着社会

变革的加快，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残疾人的状况也出现了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 记者 王玉

众所周知，讲相声需要口齿伶

俐，但 5 岁的左胜永和 4 岁的张博

闻却用事实证明了，聋哑儿也能流

利地讲相声。在第 22 个全国助残

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近了神奇的

“小哥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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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小哥俩”时，两人正在

台上表演相声，奶声奶气的对话

和生动活泼的动作，引得台下观

众哈哈大笑。如果不是耳边的助

听器，你不会发现，两个可爱的宝

贝是聋哑人。

一年半前，“小哥俩”相继来

到康复学校，那时候，两人刚刚植

入人工耳蜗，一句话都不会说。

很快，经过训练，他俩能说话了，

而且说得很好。为了让康复训练

更有趣，老师大胆地尝试，教他俩

讲相声。

先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再是

一句话一句话读，最后脱稿练习

并加入表情、动作。一个三分钟

的相声，“小哥俩”每天练习五六

个小时，学了两三个月才成功。

老师说，学习的过程充满汗

水、泪水，他俩也不是每分每秒都

很“配合”，偶尔也有闹脾气“罢

工”的时候。可是只要买来肯德

基“充电”，“小哥俩”立马又干劲

十足。

“小哥俩”告诉记者，他们喜

欢讲相声，因为别的小朋友都不

会，“我们还去过北京讲相声呢，

多牛啊！”说起“痛苦”的学习过

程，两人一致认为“背台词”太痛

苦了！

在助残日到来之际，昨日记

者走进安徽省残联，采访了我省

目前残疾人的现状，其中，一项统

计数字表明：我省残疾人目前有

401.5 万 人 ，占 全 省 人 口 总 数

5.85%。其中，肢体残疾数量最

多，达到 105.3 万人，占残疾人总

数的26.23%。

统计数字显示，我省目前有一级

伤残78万人，约占残疾人数19.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先天致

残虽然占一定比例，但并不是非

常重要的因素。肢体残疾人数增

加的问题，主要是随着现在安全

事故、交通事故的增多，在安全生

产事故、交通事故中致残的比例

增加导致的。

据省残联统计人员分析，残

疾人口的老龄化或者说老年人口

所面临的残疾风险增大。人活到

了一定岁数后，就会出现一定程

度的功能器官衰退，从而导致残

疾的出现，这个问题也是现在社

会关注的问题。

代表作《交通安全》，新作在排练中

学相声甜与苦，背台词最痛苦

台上三分钟，台下三月功

肢体残疾人数最多

车祸频发，致残最多

6亿元帮助残疾人

记者 张敏 范竹标

04 深读GUAN ZHU 关注2012年5月20日 星期日
编辑 周玉冰 组版 唐玉梅 校对刘军

布条拴住小男孩

祖孙三代

说相声的聋哑“小哥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