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选人物 陈青松2

晋江健儿鞋服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鞋
服一体化运营的中小型规上
企业。晋江电信联合生态合
作伙伴，打造“一站两系统”，
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打造5G+鞋型仿真建
模控制工作站，赋能智能制
鞋。依托 5G定制网，搭建
5G+鞋型仿真建模控制工作
站，成型车间主管在工作站
平台上将生产数据下发至鞋
面鞋底处理剂、水性胶生产
系统和鞋楦数字化管理系

统，辅助自动化生产。同时，
工作站上搭载智能机器人等
智能装备，实现上料、微打
粗、处理剂、上胶、压底、除
皱、冷冻、鞋楦回流抓取等全
流程自动化。经测算，节约
人工成本超150万元/年。

打造智能成型控制系
统，统管生产全过程。在
天翼云上部署智能成型控
制系统，通过智慧大屏直
观呈现制鞋成型车间产线
运行状态和生产进度，实
现企业管理者对车间生产

的全程透明云监管。
打造绿色低碳环保系

统，助力节能减排。搭建绿
色低碳环保系统，系统下达
指令至制鞋成型段产线的智
能机器人处，以机器代工实
现24小时不间断黑灯作业，
助力节能降耗，预计生产效
率提升20%。同时，系统实时
监测废气产生，并通过有机
处理剂密闭管理、密室集中
收集、管道传输、水喷淋+活
性炭处理等，对废气进行回
收处理，实现废气绿色排放。

晋江电信助力打造鞋服5G智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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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莆田市城厢区龙
桥街道的黄镇宇，出生于
2003 年。他并非先天性失
明，婴儿时期的一次意外
事故，造成视力不可逆的
损伤。父母带他辗转多地
治疗，可他的双眼仍慢慢
萎缩，直到 4 岁时完全失
明。

在普通小学就读一年
多后，黄镇宇便转到了特殊

教育学校，与其他盲童一
起，学习盲文，学习独立。

黄镇宇的父母只有初
中学历，但两人都清楚教育
的重要性。母亲吴秀青告
诉记者，家里有三个小孩，
因为镇宇是一级视力障碍
重度残疾，她几乎全职在
家，经济收入全靠丈夫的养
殖工作，即便家庭经济条件
一般，夫妻俩也竭尽全力满

足孩子的学习需求。
十多年来，懂事的黄镇

宇不敢懈怠，为了和其他同
龄孩子一同竞争，他每天要
比同龄人多花数倍的时间
学习。努力一点一点累积，
今年 6月，他参加了向往已
久的高考，在单人标准化考
场，3天“扎”完6科共134页
的盲文试卷。因为身份的
特殊，以及背后自强不息的

故事，省内外媒体争相报道
他的故事。

参加高考只是黄镇宇
的一个“小目标”，金秋时
节，黄镇宇等来了盼望已久
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他
被江西科技学院播音主持
艺术专业录取，成了这所学
校首位盲人大学生，也是江
西省高校统招的首位全盲
大学生。

追光少年 世界尽在他“眼中”
莆田少年黄镇宇是我省首位全盲高考生，他4岁失明，凭顽强的毅力，经十多年

奋斗，最终考上大学；他的追光之旅，感动无数人，也激励他人战胜困难、自强不息

因为家里太穷，陈青松
仅仅上到小学二年级便辍
学在家。19 岁时，他被下
放当了一名农民，回城后，
以蹬三轮车载客为生，勉强
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改
革开放后，他开起了餐馆，
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瞄准家
用市场，做起了家用日化商
品的生产、贸易，一时间风
声水起。

一场与与外商的纠纷
官司，改变了陈青松。1996
年底，他代理生产、销售的东

亚某国品牌杀虫剂到期，双
方协商进行了延期，可之后
合作品牌方却突然发布声
明，终止合作。一时间，陈青
松的企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后来，他通过法律打赢了官
司，找回了公道。正是这件
事，让他深深体会到了知识
的力量。

从此以后，陈青松对家
乡助学、助教方面的公益
事，几乎是有求必应。1999
年，坪边小学老旧的校舍被
鉴定为危房，陈青松听说
后，主动将一幢厂房无偿租

借给学校。翔安区逸夫小
学门口道路改造，他捐出了
第一笔改善教学环境的款
项2万元。

翔安区教育工委委员
王永富告诉记者，20 多年
来，陈青松在翔安区内厝中
学、后亭小学、马巷中心小
学、金山小学等59所学校投
入数百万元，购置设立 700
多个书柜，实现翔安区各学
校“班班有图书角”，捐赠德
孝图书23万余册等，还每年
为品学兼优的孩子们发放助
学奖学金。 （下转A04版）

卖房又卖厂 只为点亮孩子“教育梦”

运动、读书、朗诵……
都是黄镇宇的爱好，在大
学校园里，除了看不见，他
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做
不到，无非就是“慢”一些。

为了迎接第一名盲人
学生，江西科技学院做了
许多功课。黄镇宇说，他
在学校是被“宠”着的，但
他更喜欢独自去尝试校园
生活的点滴，上课、吃饭，
他都尽量独自出行。当
然，他也会和室友一起跑
步、练播音。

江西科技学院音乐

舞蹈学院专职辅导员李
猛说，黄镇宇是个“倔”
孩子，他拒绝别人把快递
送到宿舍，而是坚持自己
去快递点，完成那些“困
难”的事。

黄镇宇的精彩人生才
刚刚开始，今年中秋国庆
假期，他独自一人游历了
北京、长春、烟台，一个人
订票、住酒店、逛景区。地
铁、公交车、火车、飞机，他
独立搭乘各种交通工具，
盲杖可探的方向，都是他
能抵达的地方。

黄镇宇 7岁时，父亲黄
金龙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
着他前往北京求医，但依旧
被告知孩子的眼睛已无恢复
希望。那时，年幼的黄镇宇
也知道了，以后的人生路，他
将永远看不见光亮了。

“既然看不见，那就把
耳朵当眼睛。”在特殊教育
学校，黄镇宇喜欢听收音
机，电台主持人温暖的声音
给了他很多安慰，他感到自
己的心在慢慢被照亮。9岁
时，妈妈吴秀青送给他一台

收音机，他得以收听更多节
目，了解大千世界。

“声音让我的世界‘亮’
了起来，那何不也用自己
的声音去治愈别人？”黄镇
宇萌生了学习朗诵的念
头。然而现实中，盲人学
习朗诵，要克服的困难、付
出 的 艰 辛 ，常 人 难 以 想
象。但父母为他找到努力
的方向而感动，开始不遗
余 力 地 支 持 他 的 梦 想 。
2017 年，莆田市举办朗诵
大赛，学校推荐黄镇宇参

加，他在比赛中表现突出，
并被推荐参加中国语文朗
读评选活动全国总决赛，
最终获得初中组二等奖。

吴秀青告诉记者，多年
来，在朗诵舞台上，孩子先后
获得20多个国家级、省市级
诵读大赛奖项，“在舞台上，
看到孩子发自内心的笑容，
父母也很开心，这也是孩子
追求梦想的最好见证”。

上高中时，福建省内的
盲校只教单考单招要考查
的语数英物化生 6门学科，

得知山东省青岛市盲校有
教普通高考涉及的 9 门学
科，且面向全国招生，黄镇
宇就下定决心要去青岛求
学。

高中三年，黄镇宇几乎
坚持每天凌晨五六点起床，
自己摸到操场边角的位置，
练习发声。“他怕打扰其他同
学，要走到足够远的地方，冬
季零下 7摄氏度的天气，也
拦不住他。”吴秀青带着哭腔
说，那种环境下常人都难免
摔倒，但孩子从不抱怨。

日前，在江西科技学院，为了备战江西省学校共青团“微团课”大
赛，从宿舍走到教室，黄镇宇比平时又快了几分钟。上大学快半年了，
全盲的他，早已无需同学帮助，便可自由穿梭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和常
人一样完成学业的各项要求。

作为福建省首位全盲高考考生、江西省高校统招的首位全盲大学
生，黄镇宇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但他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中，尽量让自
己和同学们一样，不要过多“照顾”。他希望自己是另一种“发光体”，
带给每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冲破桎梏的勇气和光亮。

N

海
都
记
者

林
养
东

3天“扎”134页试卷，终圆大学梦

在朗诵舞台上，绽放发自内心的笑容

盲杖可探的方向
都是他能抵达的地方

候选人物 黄镇宇1

67岁的厦门翔安人陈青松，人生有很多故事。仅上过小学二年级的他，从蹬三轮车起步，
最终从日用品行业起家，成为了千万富翁。在事业达到顶峰时，他却卖掉厂房以及厦门岛内的
两套房子，先后投入2600多万元，一心一意弘扬德孝文化，助力翔安区的教育发展。

是什么让一个人如此义无反顾地舍弃一切，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日前，记者来到
厦门翔安，寻找这位老人散发出的爱的光芒。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一场官司，让他坚信知识的力量

上大学快半年，黄镇宇已经很习惯校园生活 央视/图

陈青松保存了德孝教育
促进会运行的每一份档案资料

67岁的厦门翔安人陈青松，在事业最红火时收掉生意，成立翔安区德孝
教育促进会；十多年来，他先后投入2600多万元，助力当地教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