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身殘志堅苦學醫術

守護村民的鄉村醫生，自學手語服務殘障人士的民警，被汶川

地震奪走右腳的陽光女孩，自強不息勇奪獎牌的奧運選手……

16日召開的第七次全國自強模範暨助殘先進表彰大會表彰了

200名「全國自強模範」，200個「全國殘疾人工作先進集體」

和60名「全國殘疾人工作先進個人」。記者在16日下午舉行的

第七次全國自強模範暨助殘先進個人事跡首場報告會現場看到

了他們的身影，聆聽他們分享自己不懈追夢的故事。

「一定要相信自己，做勇敢追夢人」，他們的講述展現了殘

疾人自強不息的精神風貌，折射出社會文明進步的溫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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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七次全國自
強模範暨助殘先進表彰大會16日在京召開。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作出重要指示，在第三十五個全國助殘日到來
之際，代表黨中央，向受表彰的全國自強模範
和殘疾人工作先進集體、先進個人表示祝賀，
向全國廣大殘疾人及其親屬、殘疾人工作者致
以問候。
習近平指出，殘疾人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

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關心、格外關注的特
殊困難群體。新征程上，要堅持以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進一步完善殘疾人
社會保障制度和關愛服務體系，切實保障殘疾
人平等權益，促進殘疾人事業全面發展。
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殘

疾人工作，持續提升殘疾人公共服務質量，積
極營造全社會理解、尊重、關心、幫助殘疾人
的良好氛圍和環境。各級殘聯組織和廣大殘疾
人工作者要不斷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努力做
殘疾人信得過、靠得住的知心人、貼心人。希
望廣大殘疾人從自強模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
勇敢克服困難挑戰，積極追求人生夢想，為以

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
業作出積極貢獻。
會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

強會見大會代表並同大家合影。
國務委員、國務院殘疾人工作委員會主任諶貽

琴參加會見並在大會上傳達習近平重要指示。隨
後，她在講話中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
飽含深情、內涵豐富，對廣大殘疾人和殘疾人工
作者給予極大鼓舞和激勵。要牢記總書記囑託，
帶着感情、帶着責任，進一步加強殘疾人關愛幫
扶和權益保障，激勵殘疾人自強自立，動員全社

會扶殘助殘，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促進殘疾人
事業全面發展，團結帶領、支持幫助殘疾人創造
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大會表彰了200名「全國自強模範」、200個

「全國殘疾人工作先進集體」和60名「全國殘
疾人工作先進個人」。北京新生命養老助殘服
務中心主任唐佔鑫、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殘聯
理事長馬廣步、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徐鵬等3名
獲獎代表分別在會上發言。
張慶偉、何報翔和張升民參加會見並出席大

會，吳政隆參加會見。

習近平：進一步完善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和關愛服務體系

「很激動也感覺到一份沉甸甸的責任。」被稱為「鋼腿
女孩」的牛鈺是200名「全國自強模範」之一。17年

前，在汶川大地震廢墟中挨過三天的牛鈺奇跡生還，代價是
永遠失去右腿。此後，牛鈺經歷了30多次手術，一次次傷痛
中醒來，這個穿着假肢的不服輸女孩開始帶着微笑重新出
發。過去五年牛鈺多次參加馬拉松，今年5月11日，她又一
次回到汶川參加馬拉松。當奔跑在賽道，在陽光中笑着揮
手，她希望人們記住自己的堅強和樂觀，也期待鼓勵更多殘
障人士走向自己的康莊大道。出書、擔任博主、做志願者，
這些年牛鈺一直在不懈地豐富人生厚度，努力在生活中尋找
快樂。現在牛鈺正準備出版第二本書：「第一本書記錄到我
的23歲，第二本書想從23歲寫到今年28歲，希望跟大家分
享我的新變化。」

鋼腿女孩：事情都有正反面 要先成為自己
「經歷過汶川地震，我始終有一個信念——活在當下非常

重要，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把當下每一步走好」，牛鈺說，每
天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都會收到上千條私信留言，「每個人
的人生和經歷都是不同的，就像事情都有正反面，要先成為
自己。被愛包圍長大的我希望將愛和正能量傳遞給更多的
人。」正如5月12日當天，牛鈺在社交平台發布的文章：
「原來這麼多年，我們一直相互支撐陪伴，去讓5月12日這

一天變得越來越普通；我們懷念着逝去的親人和朋友，更加
珍惜當下；我們感恩一路走來的每一個支持。」 她告訴記
者，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夠讓年輕朋友們少一些焦慮、正視內
耗。

獨臂村醫：苦學醫術守護村民安康
江西吉安獨臂村醫陳桂平從1996年背起藥箱，騎壞了16輛
自行車，騎行超過12萬公里，每日穿梭在鄉間小路上行醫，
今年已經是第29個年頭。獨臂的他不僅面對求學碰壁時並未
放棄學醫夢想，幾番堅持終於走進衞校課堂。為了解決單臂
打針換藥難題，陳桂平買來針頭和注射器，一直反覆在自己
的手臂、臀部、腳背上練習，就連父母和弟弟妹妹也成為他
的陪練，經過無數次的努力，他終於熟練地掌握了單手打針
換藥等各種醫療技術。當鄉親們說出「小陳打針打得一點都
不痛啊」，陳桂平知道這份信任裏藏着更多包容與鼓勵。
「這些年來，我進過百家門，吃過百家飯，腦海裏已經有
2,000多個活病歷本，」陳桂平說，希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
入村醫的隊伍，共同守護鄉村百姓的安康。

民警「巧姐」：自學手語溫暖「無聲世界」
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分局紅岩派出所民警何巧，是社區

居民們的「巧姐」。為方便與殘障人士溝通，何巧自學手

語，在會場她還演示了常用的那句「需要幫助找警察」。何
巧所在社區磁建村曾經有一座用於保障聽障人群就業的福利
工廠，工廠轉型搬遷後，就地安置了近200名聽障群眾。初
到社區工作時，何巧非常不適應，面對聽障人士，常常敲不
開門、見不到人、說不上話。「每逢聽障居民報警求助，我
都需要請手語老師當翻譯；遇到聽障居民到警務室辦事，對
方不停比劃，我卻不得其解，遇到不識字的聽障群眾，服務
起來就更難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尷尬「遭遇」中，何巧意識到「成為他
們」是和殘障人士拉近距離的最好辦法。於是她開始瘋狂學
習手語，向聽障居民請教，找教材、視頻自學、參加手語培
訓班，「剛開始的那段日子，我像着了魔一樣，在家做飯的
時候都一隻手拿鍋鏟，另一隻手練習」。「手語不僅是溝通
的工具，更是打開心門的鑰匙」。何巧說，一年多的學習讓
她基本掌握了手語，此後手語也成為她幫助殘障居民的得力
助手：一位聽障青年因為失戀割腕自殺，她耐心勸說成功挽
救了他的生命；一對聽障夫婦因病喪失自理能力，她多方協
調將他們安置到福利院；父母無法給聽障兒童輔導作業，她
主動當起「家庭教師」。漸漸地，「有困難找何巧」成了殘
障居民用手語比劃頻率最高的動作。2019年，何巧與同事創
建了全國首個「巧姐無聲警務室」，她也期待更多同行加入
助殘行列，用尊重與理解架起「心橋」。

「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2.0」啟動
中國推動人工智能教育國際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中央重磅打虎！周五（16日）下午5時整，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宣布，廣西壯族自
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藍天立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63歲的藍
天立是今年以來，繼山西省原省長金湘軍
後又一個任上落馬的二十屆中央委員、省
級政府一把手，也是繼齊扎拉（曾任西藏
自治區政府主席）、蔣超良（曾任湖北省
委書記）、金湘軍之後今年宣布被查的第
四個正部級官員。 中共二十大以來，藍天
立是第16名被查的正省部級官員。
藍天立被查消息公布後，廣西自治區
黨委常委會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指
出，黨中央決定對藍天立涉嫌嚴重違紀
違法進行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充分體
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以
貫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堅定決心和堅
強意志，充分彰顯了我們黨堅持無禁區、
全覆蓋、零容忍，有腐必反、有貪必肅的
鮮明態度，充分釋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
不退讓、把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的強烈信
號。自治區黨委堅決擁護。這再次警示我

們，沒有免罪「丹書鐵券」，也沒有「鐵
帽子王」，任何人無論是誰，無論位置多
特殊、身份多特殊，只要觸犯了黨紀國
法，都將受到嚴肅懲處。藍天立涉嫌嚴重
違紀違法，辜負了黨中央、辜負了廣西人
民，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廣西的形象，
破壞了廣西政治生態和發展環境。
據悉，5月10日至11日，藍天立調研河
池、百色、崇左三市，督導檢查生態環保
問題整改工作，這是其被宣布被查前最後
一次在公開場合亮相。公開資料顯示，
現年63歲的藍天立，是廣西壯族人，畢
業於廣西民族學院物理系，仕途均在廣
西。他早年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科技廳工作
多年，曾任副廳長、廳長，後擔任河池市
市長、市委書記。2011年11月，藍天立
升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2016年
擔任常務副主席，2018年1月升任廣西壯
族自治區政協主席，2020年年底擔任廣西
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府副主
席、代主席，2021年1月當選廣西壯族自
治區政府主席，直到此番被查。藍天立是
第十八屆、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二十屆
中央委員。

廣西自治區政府主席藍天立落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武漢報
道）2025世界數字教育大會16日在湖
北武漢閉幕，大會發布了《中國智慧
教育白皮書》和《數字教育合作武漢
倡議》等成果，並現場啟動「國家教
育數字化戰略行動2.0」，標誌我國教
育數字化轉型邁入新階段。根據新發
布的白皮書與倡議，我國將推動建設
數字教育海外學習中心，優先支持面
向發展中國家開展數字技術能力培
訓，加強人才培養和技術支持，彌合
數字教育發展鴻溝，消除教育不平等
壁壘。大會也呼籲，要廣泛開展人工
智能教育的國際合作，推動全球智慧
教育互聯。
來自教育部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國家
智慧教育平台註冊用戶已突破1.64億，
覆蓋220餘個國家和地區，成為全球最
大的教育資源數字化中心。《中國智慧
教育白皮書》中提出，建設未來學校，
推動智能技術深度融入管理、服務、決

策各環節，將有效提升學校治理現代化
水平。智能時代社會生產力大幅提升，
正引發生產關係變革，倒逼育人從知識
傳授為重轉變為能力提升為本，需要深
度構建育人質量與標準體系，謀劃未來
教育與人才能力圖譜。

推動建設數字教育海外學習中心
白皮書明確，將推動建設數字教育海
外學習中心，優先支持面向發展中國家
開展數字技術能力培訓，加強人才培養
和技術支持，彌合數字教育發展鴻溝，
消除教育不平等壁壘。中國願與世界各
國攜手，以教育數字化促進教育的高水
平開放，共同構建數字教育發展共同
體，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
新發布的《數字教育合作武漢倡議》
則呼籲，要構建多邊協同的數字教育治
理體系，加強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等機構的合作，建立國際
數字教育標準框架，制定跨國互通的認

證體系，推動智慧教育全球互聯。同
時，廣泛開展人工智能教育的國際合
作，彌合全球智能鴻溝，構建語料開
放、模型開源、算力共享的技術服務體
系，構建協同創新的研發生態。

王興興：「AI非取代教師，而是強力賦能工具」
與會的「杭州六小龍」之一宇樹科技

的創始人王興興認為，隨着大模型逐步
掌握人類語言理解能力，教育的本質正
迎來全新定義，傳統教育模式呈現「教
師—課本—考試」的單向傳遞，而在
AI時代，教育需要轉向為「個體—工
具—環境」三位一體協同進化。「AI
技術絕非取代教師，而是作為強有力的
賦能工具。」王興興認為，在AI賦能
教育的過程中，教師角色的轉型升級是
一大關鍵挑戰。此外，教育數據具有高
度敏感性，這要求建立更加完善的隱私
和誠信保護機制，嚴格防範算法偏見對
教育公平造成的隱性影響。

●牛鈺參加2023年汶川馬拉松。
網上圖片

●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新圩鎮新圩村，「獨臂村醫」 陳桂平為患
者拿藥。 網上圖片

●民警「巧姐」（左）自學手語溫暖「無聲世界」。圖為她在紅岩警務站
服務遊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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