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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驾轮椅进植物园受阻》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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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黄伊娜 陈起

鸿）昨日，晨报报道了《残疾人驾

轮椅进植物园受阻》（详见本报

2025年4月1日A3版），引发广

泛关注。厦门市园林植物园（以

下简称“植物园”）对此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与本报取得了联系。

“我们欢迎并支持残疾人游

客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乘坐

电动轮椅入园游览。感谢残疾人

朋友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与关心。”

植物园方面表示，园方将维护残

疾人合法权益视为重要责任，始

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园区将

改进做法，更好地为残疾人朋友

观光游览提供便利。不过，需要

提醒的是，园区部分路段为景交

车专线，受坡陡、弯急等地理条件

限制，存在电动轮椅操作不当引

发侧翻、制动失效等客观安全隐

患，暂不建议残疾人独自驾驶电

动轮椅进入万石西路段（景交车

南洋杉站至花卉园站）。推荐残

疾人朋友在万石湖周边至蔷薇园

沿线等较平坦、开阔的道路进行

游览，并要注意自身安全。

植物园方面还表示，后续将

充分考虑市民游客便捷入园需求

及其对园区管理的意见建议，持

续完善园区无障碍环境建设，优

化管理模式，健全服务标准，并对

一线服务人员展开培训，强化服

务人员对园区规定的理解能力与

执行能力，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

和专业水平，全方位提升园区服

务的温度与精度。

晨报记者陈嘉汶

通讯员李凌吉贵群

“亲爱的爸爸，您好吗？我想

您了！我还没出生，您就离开了

我和妈妈，但是我知道您是去做

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时不时

就会想念您，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请您放心，我永远爱您！”

3月29日，10岁的诺诺（化

名）在母亲嘉卉（化名）陪同下来

到父亲的灵位前焚香祭扫，她轻

声念出自己前一天晚上写给父亲

的信。信上，3个小人手拉手，其

乐融融，父亲头上插着国旗、胸前

佩戴勋章，这是诺诺心目中父亲

的模样。

“妈妈给我看过爸爸的照片，

他穿军装的样子很帅！”诺诺说。

嘉卉、诺诺是谁？她们是革

命烈士、一等功臣、同安籍消防员

纪加强的遗属。

丈夫救火牺牲
妻子决定生下遗腹子
今年是纪加强烈士去世的第

10个年头。

2015年 2月 23日 15时许，

福建宁德一民房着火，宁德市公

安消防支队福安大队韩城中队消

防员火速赶到现场施救。其间，

起火民房坍塌，中队指导员纪加

强不幸被埋压，壮烈牺牲，时年

28岁。

“那一年大年初三，我陪他一

起在队里围炉过年，一起畅想未

来。不承想，大年初五就收到他

去世的消息，真是晴天霹雳。”10

年后，纪加强的妻子嘉卉回忆起

这段往事，身体仍止不住地颤抖，

声音也变得哽咽。她说：“我至今

都不相信，几天前还活生生的人

就这样突然没了。”

2015年2月26日，纪加强烈

士遗体告别仪式在宁德福安举

行。“送走他，回到厦门，我突然发

现自己怀孕了。”嘉卉坦言，那一

刻她变得精神恍惚，“都说生死是

人生最大的两件事，在几天时间

里，生、死一起向我袭来，难以承

受。”

经过慎重考虑，嘉卉毅然决

定把孩子生下来，她相信这个孩

子是丈夫送来陪伴她的天使。

每年以爸爸名义
给女儿写信送生日礼物
“5岁以前，诺诺只知道爸爸

去了很远的地方。”嘉卉告诉记

者，丈夫刚去世那几年，日子过得

很艰难，她一边要处理自己的悲

伤情绪，一边还要应付学龄期孩

子提出的“爸爸去哪儿了”等棘手

问题。

每年诺诺过生日，嘉卉都会

以爸爸的名义给女儿写信、送生

日礼物。她说：“看着诺诺读信时

兴奋的模样，我不想也不敢告诉

孩子真相，我想让她拥有快乐无

忧的童年。”

而这一切，在2020年清明节

发生了改变。

“宝贝，我们今天去买束花好

吗？去祭扫一位你没有见过面的

故人。”当时嘉卉说。

“这个人，是谁？”诺诺问。

“你没有见过的亲人。”

“他是爸爸吗？”诺诺的追问

让嘉卉瞬间“破防”，“一时间，多

年来隐瞒真相的隐忍和委屈涌上

心头。”母女二人在花店门前抱头

痛哭，久久不能平静。

也就在这一刻，母女俩决定

携手坦然面对纪加强去世的事

实。

女儿颇有父亲风范
乐观向上勇敢面对生活
“我的爸爸是英雄！”从那以

后，父亲就成了诺诺心中的一座

丰碑。见到记者时，她骄傲地这

样说。

10年光阴流转，诺诺从襁褓

中的婴儿成长为懂事的小女孩，

虽然她从未见过父亲，却早已在

自己心中勾勒出父亲的模样——

那是身着军装、胸佩勋章的消防

员，那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

英雄。

嘉卉用爱和坚韧撑起了这个

家，而诺诺也用自己的方式延续

着父亲的精神。

“学习上，她从不让我操心。”

嘉卉说。在母女俩的小家里，满

满一墙的奖状就是最好的证明。

乐观向上的诺诺总想用自己

幼小的身躯保护妈妈，用稚嫩而

又坚定的声音安慰妈妈。她曾对

妈妈说：“现在你照顾我，等你老

了，我来照顾你。我们两个人也

能生活得好好的！”

纪加强的生命定格在28岁，

但他的勇气与奉献精神仍然感染

着身边的人。他是烈火中的逆行

者，是女儿心中永不褪色的丰碑。

英雄从未远去，他只是换了

一种方式守护我们。对诺诺来

说，父亲是照片里微笑的军人，是

梦中高大的背影，更是流淌在血

液里的正直与善良。她或许无法

牵到父亲的手，但她会带着他的

精神，勇敢地走向未来——因为

在她心里，父亲永远是照亮前路

的那束光。

如今，嘉卉和诺诺母女二人

乐观坚强地生活，就是对纪加强

烈士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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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回应：将改进做法，提升园区服务温度与精度

支持残疾人乘电动轮椅入园游览

针对此事，不少读者在晨

报微信公众号、晨报视频号发

表自己的看法。有读者对园方

出于安全考虑加强管理表示谅

解，认为园方的举措情有可原；

也有读者认为景区应该进一步

精细化管理，保障残疾人的合

法权益。

读者“朤朤八月先生”：每
个人都有平等出行的权利，如

果园方有这种规定，是否应该

提供相关的服务，而不只是“一

刀切”，逃避责任？为什么要给

能自由出行的残疾人强上这种

枷锁呢？

读者“李文炳”：此事真的

很难做到两全齐美，园方也不

可能每天都有志愿者在岗陪护

残疾人。

读者“好雨”：园区内有上

下坡，（残疾人）无人陪同，真的

比较危险。

读者“凯豹车头卫凯坐
垫”：希望政府和社会共同为无

障碍环境建设努力，让更多残

障人士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读者“雨后彩虹”：我们残

障人士需要完善的无障碍环

境，让我们能自主、独立、安全

出行。我们有能力判断危险情

况、量力而行，不想被当成弱者

照顾。

读者“先知爱起哄”：残疾

人不仅仅是被照顾的对象，也

是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植物

园可以联合志愿者为他们提供

临时陪护服务，或开发无障碍

游览路线。

无障碍环境建设
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晨报报道后，厦门市园林

植物园第一时间响应，其回应

并未回避安全管理上的痛点，

而是表示将改进做法，通过分

区限行等精细化措施，为残疾

人群体入园游览提供便利，这

种转变正是城市文明的一种体

现。

作为“高素质高颜值”的旅

游名城，厦门将无障碍环境建

设作为爱心助残的一项重点工

作加以持续推进，推出一系列

举措，让特殊群体的生活更便

利。而当“无障碍”从硬件设施

延伸至柔性制度，在软件、硬件

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爱心厦门

的文明底色也被擦得更亮。

（晨报记者黄伊娜陈起鸿）

有人表示谅解 有人期待改进

记者手记

“亲爱的爸爸，我想您了！”
清明临近，从未见过父亲的女儿给救火牺牲的同安籍消防员纪加强写了一封信

母女二人缅怀纪加强烈士。

记者王世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