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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终有回报。中卫天天网于 2015年荣获
中卫市文明网站；2016 年被评为自治区科技型
中小企业；2017 年荣获中卫市文化思想宣传先
进集体。截至目前，中卫天天网注册会员 48万
多人，内容总量超过 150多万，包括 20多个主要
栏目，承启“嘉宾访谈”120多期、“中卫这些事”
14 万多起、“爱心公益”500 多起、“微创业”230
多起，爱心人士通过中卫天天网平台发布的相
关公益事件累计为困难人士、大病患者募捐善
款达 350 多万元。公司旗下的中卫人才网成功
为中卫地区 100多家企业提供人才招聘服务，每
天有 50多名求职者发布求职信息，2.6万余人通
过中卫人才网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孙静本人也荣获“中卫市青年网络达人”“宁
夏巾帼创业之星”等称号。

疫情期间，孙静借用公司运营的互联网平
台，第一时间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发
布、推广了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各乡镇的疫
情信息及爱心公益活动，呼吁广大网友做好安全
防护措施，自觉配合疫情筛查检测和当地政府、
社区的各种工作。

当想到大家待在家里不能出门，日常的用
水、电、天然气等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她立
即联系相关人员，将搜集到的注意事项及解
决办法等通过图文、视频形式及时转发到微
信、微博等网络平台，提醒群众注意各种安全
隐患，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疫情防控期间，看到朋友圈有农户的农
产品滞销，需要尽快出售。孙静核实后立即
编写内容，号召同事发出助农服务信息，并将
滞留的农副产品制作上架到天天淘电商平
台，网友下单后由中国邮政或配送团队送货
到小区，既解决了滞销难题，又方便了市民，
这一举动赢得社会好评，作出了互联网企业
应有的贡献。

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我是一
名企业家，更是一名政协委员，那么多一线同
志不惧危险为我们守护安全，我也要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小事，以实际行动为抗疫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特殊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需要教师投入更
多的耐心、爱心和责任心。

有一个残障孩子，他的父母均是残障人士，
从小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由于疏于照顾，孩
子长期营养不足，瘦骨嶙峋，每次他肚子饿时，
石月璐就会给他点心吃；天气变凉，石月璐会第
一时间送给他衣服。在石老师的帮助下，这个男
孩变化很大，不好的行为习惯在不断改正，每当
教师节来临，还会主动给石月璐送一束花。石月
璐就是这样以一颗慈母之心，细心照顾着这些特
殊的孩子。

十几年来，每天面对着分辨能力和自理能力
都很差的聋哑学生，石月璐深深体会到其中的酸
甜苦辣。这些聋哑孩子残疾状况各不相同，一个
简单的字母或生字、一句平常的日常问候语，石月
璐都要教上几十遍、上百遍。机械的重复，琐碎的
工作，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单调和枯燥。

除了传道授业解惑，还要照顾学生的日常生
活，工作既辛苦又繁重，但一看到孩子们天真无
邪、渴求知识的眼神，想到家长把孩子交给自己时
的那份信任和期盼，石月璐就充满干劲。上课的

时候，石月璐不停地带读，演示口型，展示发音部
位，纠正学生的发音，独特地教学方法，灵活地教
学方式，让孩子们都喜欢上她的课。

虽然每天下来都声音沙哑，但她仍然坚持在
干中学，在学中干，用辛勤的汗水践行着一名特教
人的无悔选择。

风雨过后终见彩虹。2017年，石月璐成为盐
池县政协委员，在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她
积极履行委员义务，建言献策。她提出《关于解
决盐池县特殊教育中心教学场地》的提案得到县
委河政府的高度重视，孩子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
的校园。

如今，石月璐创办的天使特殊教育中心已经
发展成一所集教育、康复为一体的九年制教育学
校，近百名残障儿童在此就学康复。

选择了特殊教育就选择了艰辛，多年来，石月
璐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无怨无悔。“为了家长沉甸甸
的信任和嘱托，我也要竭尽所能给予孩子们最真
挚的爱和呵护，让爱成为他们隐形的翅膀，带他们
一起飞翔。”谈起学校未来的发展之路，石月璐的
双眸里又泛起了希望的亮光。

提到他的写作生涯，杨贵峰把记忆拉回到了 2007年。
杨贵峰说，当时，宁夏文联为庆祝自治区成立 50周年，向区内作

家约稿，希望能创作出一批反映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报告文
学。作为刚刚加入宁夏作协的灵武作家，他很想把灵武的治沙造林
和生态建设成就通过自己的作品进行宣传报道。于是，杨贵峰打算
去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采访全国劳动模范王有德。

杨贵峰回忆，第一次采访时，王有德热情地向他介绍白芨滩的治
沙造林事业。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离开时仍然意犹未尽。几天后，他
又去了第二次，王有德又给他讲了很多林场职工治沙造林的感人故
事。当时，他的心里就萌生了一种想走进林场，和治沙人一起生活、
工作的冲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定有许多值得书写的素材。”杨
贵峰说。

一个星期后，杨贵峰把写好的文稿拿去给王有德看。在讨论改
稿时，王有德提到了他的一个工作困惑。他说，局里特别缺“笔杆
子”，很多好的想法、好的典型、优秀事迹都是能讲出来却写不出来，
如果杨贵峰愿意，可以先借调过来一段时间。

就是这样一次机缘，杨贵峰成为了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的一员。2008年 5月，他的短篇报告文学《情系大漠书豪情》在
《朔方》发表。那时，他借调到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任办
公室秘书已有半年，对林业和治沙一窍不通的他跑遍了白芨滩自然
保护区每一个管理站。在绿化工地、护林点和治沙区，他和治沙职工
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并搜集整理了一大批治沙职工从事生态建设
和治沙造林事业的第一手资料。后来，他的很多优秀作品都和这段
特殊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尤其是《奔跑的绿洲》，写的就是白芨滩的人和事……”杨贵峰
口中的这部作品，从最初酝酿至结稿，历时近 5个年头，倾注了他在白
芨滩工作和生活实践的点点滴滴。2014年，这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扶持项目；2016年，这部作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并入选《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一辑；2018年，荣获第二届贺兰山文
艺奖作品类报告文学一等奖；2019年，荣获第九届宁夏文学艺术奖纪
实类作品二等奖。

虽然只在白芨滩工作了 2年，但时至今日，杨贵峰一直在为白芨
滩而书写。2019年 7月，杨贵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 10年来又
一名加入中国作协的灵武作家。

怀揣梦想 网上远航
——记中卫市政协委员 宁夏天天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静

本报记者 马 敏

孙静“客串”网络客服，在线解答销售及配送等售后问题。

孙静，中卫
市政协委员、沙
坡 头 区 政 协 委
员，九三学社中
卫市青年联合会
主委，现任宁夏
天天互联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中卫市互联
网协会会长。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中卫，在一家企业
做财务工作。那时网上购物还是新鲜事物，闲暇
之余，我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小店，主要卖枸杞等
家乡特产。”孙静告诉记者。

通过网络，孙静将枸杞卖向全国各地，网店的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孙静的丈夫大学时期学的是
电子信息工程与计算机专业，两人志同道合，2010
年，小两口自筹 3万多元，创办了中卫市第一家网
络公司，开始通过互联网销售枸杞等特产。2011
年，一位澳大利亚客户要购买枸杞，一开口就是
100多吨的订货量，最终这单生意做成了。赚到钱
后，他们开始思考新的发展，想用赚到的钱去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将客户资源全部转给了要好的朋友，又
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孙静说，2012年 7月 13日，中
卫天天网络诞生了，万事开头难，当时中卫的网络
环境还比较落后，除了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之外，
他们还要承受各种质疑。有一次因为正面宣传一
件公益事件，有人误解了宣传意思闹得不可开交，

甚至扬言要关掉中卫天天网……但是为了理想，
孙静与丈夫仍然坚守着、努力着，坚信总有一天能
得到大家的认可。

2013年 11月，中卫天天网发贴《中卫有义士
大爱细无声》一文，对中卫常乐中学退休老师刘在
环免费开办爱心饭馆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一石激
起千层浪，众多区内外媒体据此跟进做了相关报
道，刘在环的事迹感动了许多网友，他被评为 2015
年度“宁夏好人”。

一直以来，中卫天天网充分利用网络优势，为
弱势群体和公益人士搭起了“连心桥”，为他们雪
中送炭，解危济困。还有许多人通过中卫天天网
找到了心仪的工作、租到了满意的房子，有人结识
了好友，有人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还有许多在他
乡拼搏的游子，可以通过天天网，时刻关注家乡的
发展与巨变。

为了这份事业，孙静和丈夫从来没有休息日，
为了一项公益活动、一篇稿件、一个策划方案，他
们常常废寝忘食……

自创本土互联网品牌

为抗疫作出积极贡献

心存文学之志
默默奉献社会
——访灵武市政协委员杨贵峰

本报记者 蔺 津

杨贵峰，灵武市政协委员、民革党员，现就职于灵武市教
育体育局。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银川市文学院院聘作
家，宁夏作协、宁夏诗歌学会、银川作协理事。

作为一名地方作家，杨贵峰利用文学创作优势，编辑出版
文学著作和文学期刊，开展思想文化宣传、学术研究、捐资助
学等多种活动，受到了广泛欢迎。心存文学之志，是他多年来
从文重教的真实写照。

2020年 1月，杨贵峰当选为灵武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并主持作协
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承担着单位疫情防控组“三返”人员
的排查任务。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积极联系社会企业，为学校
捐助抗疫物资；积极联系宁夏红十字会，将台湾企业疫情防控爱心捐
助资金 10万元及时发给了灵武 41所学校。

在社会各界人士都积极投身于抗疫行动的背景下，杨贵峰也积
极响应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倡议，迅速组织灵武作家参加“抗击新冠
肺炎”主题文学、朗诵作品征文活动，创作征集了 50余篇（首）文学作
品，并编辑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征文作品辑》，以文学作品歌颂抗疫
英雄。杨贵峰还创作了《我深爱这世间最美的你》《愿这世间“疫”去
不返》《长江，这是我们的呼唤》《百姓抗疫歌》等作品，讴歌坚守在阻
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赞颂他们抗击疫情的大无畏精神。特别
是《长江，这是我们的呼唤》这首作品，还应邀参加了全国广播“一起
战疫”诗歌特别行动。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杨贵峰还积极参与各种助学济困活动。
他先后联合宁夏博友圈、银川市诗歌学会以及区内外作家积极开展
捐书助学活动，向灵武市职教中心等 20余所学校捐书 1万余册。

他还积极组织灵武作协先后开展了迎新联谊会、文学研讨会等
志愿服务活动，联合皇冠舞蹈学校开展了社会实践活动，并组织协调
红娃书画院周年庆典暨书画作品展，组织开展了创城文艺志愿活动，
邀请《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举办了小作家访学班，参加了银川市文
联重阳节敬老文艺演出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宣传推介了灵
武文学创作成绩，增强了灵武作协知名度，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作为一名作家、一名教育工作者，杨贵峰立足本职工作，为教育
事业、文学艺术事业作出了无私奉献。

做好本职工作 积极服务社会

偶然机缘却成就终身

用爱守护特殊儿童成长
——记盐池县政协委员 盐池县天使特殊教育中心教师石月璐

本报记者 王 茜

她是一位“特殊的母亲”，
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18 年，2003
年她 创 办 了 吴 忠 市 盐 池 县 天
使特殊教育中心，让 600 多名
残 疾 儿 童 拥 有 上 学 和 康 复 的
机 会 。 她 就 是 盐 池 县 政 协 委
员、盐池县天使特殊教育中心
教师石月璐。

她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丰
功伟绩，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
言壮语。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
耕耘和无怨无悔的奉献。在自
己平凡的岗位上，无论春夏秋
冬，她始终重复着看似简单却十
分辛苦的工作，无怨无悔的发挥
着光和热。

说起为什么要从事特殊教育这项事业，
石月璐回忆说：“2000 年，我因为生病心情不
好，但了解了这群孩子和家长们的生活，深深
体会到作为一个健全人是多么幸福，这让我
重新审视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也让我的情
绪好转。”自那之后，她便有意识接触一些残
障人士，当她得知很多孩子因为沟通障碍，和
父母的交流几乎为零，甚至都不知道父母有
几个兄弟姐妹，来家里的亲戚和他是什么关
系，应该怎么称呼时，她便立志要为这些孩子
做点什么。于是，她开始自学手语盲文、义务
为残疾人联系工作、提供义务翻译，时间长了
就结识了很多残疾朋友。

由于家庭变故，石月璐没上大学，但她从
没放弃过学习，通过自学拿到了宁夏大学的
本科学历。为了解决生活费问题，她周末在
各个培训学校打工。在康复中心、特教学校
义务代课的经历让她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
验，许多残障儿童的家长都主动找她为孩子
授课。这让石月璐萌生了开办特殊教育补习
班的念头。

“起初开办特教中心没有启动资金，决定先
开补习班积累资金。创业之初只有 2000元的资
金，交完房租所剩无几，桌椅板凳都是借来的，
自己粉刷房间、画墙面。”回忆最初的场景，石月
璐身兼数职，上课期间她是老师，中午晚上她是
厨师，晚上陪孩子睡觉又是生活老师，一干就是
3年。

石 月 璐 告 诉 记 者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的 学
生 来 自 全 县 各 个 乡 镇 ，大 部 分 学 生 都 是 初
次离开家，非常不适应校园生活，常常哭着
找 妈 妈 。“ 精 神 和 智 力 有 障 碍 的 儿 童 ，在 学
习和生活上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石月璐说，有些孩子半夜两三点就起来了，
坐 在 床 上 哭 笑 不 停 ，自 己 只 能 细 心 的 安 慰
让 他 们 尽 量 控 制 情 绪 ；有 的 智 力 障 碍 儿 童
不 知 道 危 险 性 ，得 时 刻 盯 着 他 们 的 一 举 一
动 。 孩 子 们 一 月 只 能 回 一 次 家 ，石 月 璐 就
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

无悔的特殊教育情怀

努力为特殊儿童撑起一片晴空

石月璐手把手教孩子画画。

杨贵峰（中）和同事们为学校捐赠图书。

（本版图片均由委员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