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残疾人的驾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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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胸 12 脊椎粉碎性骨折导致下肢瘫痪，却顽强地战胜了死神，多
活了 32 年。

他每天与手摇三轮车为伴，却一直梦想自己开着车周游全国。

最终，他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潍坊第一批拿到残疾人 C5 型驾照的
人之一。

他叫夏文泉。

一辆昌河铃木北斗星从远

处驶来，慢慢停在路边，却久

久不见驾驶座的侧门打开，突

然，车的后门缓缓升起，一个

中年男人手搬着自己的腿，一

点一点往外移动身体。

他叫夏文泉， 56 岁，寿光
圣城街道小东官社区居民，是
潍坊市第一批拿到 C5 型驾照的

人之一，他从小就爱玩车，嗜
车如命， 1979 年的一次车祸致

使他胸 12 脊椎粉碎性骨折导致

下肢瘫痪。当他得知双下肢残
疾的人员，可以申请残疾人专

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

型(C5)时，他第一个报了名。

“我爱车，我要游遍全

国”，夏文泉挥了挥手，潇洒

地说。

2010 年 4 月 1 日起，新修
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实施，允许右下肢残
疾、双下肢残疾以及听力障
碍、右手拇指缺失或手指末节

残缺五类人员驾驶汽车。由于

身体条件限制，右下肢和双下
肢残疾人可以申领 C5 驾照(准

驾车型为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

挡载客汽车)。

因为爱车，他下肢瘫痪

他与车结缘，从小爱车，

车改变了他的一生，他 14 岁开

始就开大型拖拉机，却在小拖

拉机上栽了跟头。

1979 年年 11 月 7 日上午，

24 岁的夏文泉像往常一样开着

老式拖拉机行驶在路上，那时

候夏文泉打算去为刚开工的工
地水塔买下水管子。在县医院

的门口，由于路面没有硬化，

导致路面上下不平稳，正当夏
文泉小心地走在那条道路上

时，松软的路面顿时塌陷，夏
文泉一下子没有把握好重心，

拖拉机侧翻，夏文泉被压在拖

拉机下面。

在路人和朋友的帮助下，

他被送到县医院，可医院的医

生治不了，被迫转到青州益都

中心医院。中午十二点，夏文

泉被送至手术室，经过一系列

的拍片、检查之后，益都中心
医院的医生说，他被确诊为胸
十二粉碎性骨折。

在医学上，这样的诊断一

般都是一种死亡诊断，几乎没

有人能存活下来。医生对夏文

泉的伤口做了简单的擦拭、处

理，连床位都没有为他留，便

告知家属，夏文泉这样已经无

法医治了，等待他的是非死即
瘫。但是夏文泉不甘心就这么

等死，回到寿光医院住院，可

是医院连片子都不愿给他拍，

说让他回去，这个病已经没得

救。

得到这一消息的夏文泉心
灰意冷地回到家中，等待他的

是无助的死亡。四十四天的时

间，夏文泉瘦得已经是皮包骨
头，没有人样了。可是夏文

泉，左等右等也等不着自己的

死亡，反而，身体也慢慢的也
没有像开始那么的疼痛。他重

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逃过了

死亡的劫难，夏文泉无比地欣
喜。

1980 年，在家人的带领

下，夏文泉去济南花了 321 块

钱买了一个手动三轮车，这就

成了夏文泉的第一辆车，也是
将要一辈子伴随着他的车。据

夏文泉介绍说，从买车到现在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三轮

车前轮换了 4 条车胎，后左轮

换了 6 条车胎，后右轮换了 5

条车胎。但是现在这种三轮车

已经停止生产，真是不知道以
后要是坏了，去哪里能修补这
辆将要陪伴着他一生的车子。

之后他又去了很多医院，

吃过很多偏方，喝中药，用中

药洗腿，人家说吃一两藏红花

就能治好，他只是希望自己能

够快点好起来，一下就买了好

几斤来吃。但是服用了一年也

没见得没治好。只要活下来自

己就很知足，而且死不了就得

干点事，他是一个闲不住的

人。

因为爱车，他不甘沉沦

可车祸后的他既不能干农

活又不能像常人一样工作赚

钱，一直在家无事可做。一个

人天天躺在床上，很寂寞，使

得这个原本忙的都闲不下来的

人，一下子变得郁郁寡欢。再

加上现在家里上下八口人的生

活都靠着妻子马丽花一个人照
应，自己不仅仅不能赚钱，而

且大量的医药费也给家里添了

很多的负担。

从小就喜欢车的夏文泉，

在 14 岁开始就懂得开车。他就

萌生了买车做运输的念头，想
赚点钱给家里添点家用，缓解

一下家里紧张的局面。从多方
打听，听说拉货车很赚钱。虽

然是很赚钱，但是在那个年

代，买个大货车不是件小事，

加上当时家里的情况不是很

好。当时家里人看到他下肢都

不能动弹，不同意，他的母亲
还找到了卖车的人，说让他们

别卖给夏文泉，但是他说，他

想做的就一定要做。

最终家人拗不过他， 1983

年，他贷款一万多，又借了两

万元钱，买了他的第一辆解放
车。虽然特别的喜欢车，可是

因为身有残疾，他不得不雇用

司机开车。但是为了满足自己
的爱车情，他自己跟车、修
车。

但是他的经商路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在一次拉货去威海

的时候，先是和一辆客车相

撞，简单修理之后，从威海回

来的路上，又遭遇了翻车，结

果血本无归。

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

起来。他不服输，找到了亏本

的原因之后，又多方借钱，把

之前的解放车卖了之后，又买

了一辆东风车。

在这一次，他总结教训，

努力经营，他不仅用赚来的钱

盖了房子，还了钱，最后还剩

了一万多元。这让他更加坚定

了信心，然后他就又花了八万

块钱买了第三辆大货车。最

终，除去还去前几次借钱的

债，净赚了 12 万。

因为爱车，他重树信心

作为一个残疾人，他在经

历了三辆大货车后，虽然赚钱

了一些钱，但是他付出的，也
比别人多很多。

在他去青岛运盐的日子

里，每天吃完午饭就去羊口装

盐，然后跟车去青岛，晚上六

七点钟到青岛，有时候车子走

得慢，得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

能到达，到了他就在车里打个

盹儿，到早上快上班的时候，

去青岛盐碱场排队卸盐，接着

返回羊口装盐。就这样周而复

始，连着一个月，他都一直坐

在车里，没怎么下过车。别说

是他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人，

就算是一个正常人，天天的坐

着身体都受不了。但是他就这
样坚持下来，

自家的车，自家修理，如

果车在外出了故障，他拖着不
方便的双腿，自己充当修车

工。有一年的冬天，货车在去

青岛运货的路上漏油了，看着

着急的夏文泉跟司机说，把披

着的大衣放在地上，把他抱下

来。冰冷结冰的柏油路上，他

拖着不能动弹的双腿，艰难地

爬到车下。先用随车的帆布袋

子，把油箱剩下的汽油放在袋

子里。可是行动不方便的他，

当递帆布袋子给司机的时候，

汽油一下子洒在了本来就穿着

单薄的身上。但是夏文泉什么

都没说，脱下满是汽油的衣
服，继续修车。等着车修好

了，他也冻感冒了。

夏文泉告诉记者说，他自

己跟车，自己修车，自己要
账，他没有感觉到自己比正常

人差，他不会给家里添负担，

别人能干的他一样能干，而且

一定要干的比别人都好。

因为爱车，他周游全国

夏文泉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能开着汽车环游全国，甚

至是全世界。

曾经由于工作的原因，他

多次跟车外出送货。夏文泉告

诉记者，他送货的地方遍布全

国各地，最远北达漠河，南至

海南，东抵威海，西到延安。

但是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匆匆卸
货后就马上离开，不能领略当

地的美好风景，留给他很大的

遗憾，所以他有一个梦想，就

是以后能开车游遍全国，享受

时光。

之后他自学上网，在网上

看到了国际福祉展览会，发现

残疾人不仅可以开车，而且开

车可以用的东西也很多。经过

仔细的考察斟酌，他最终确定

了北斗星作为他的驾驶车。夏

文泉告诉记者说，这车不仅经

济，看起来也不张扬。

当他准备给自己的爱车在

潍坊挂牌上路的时候，他再次

碰到了难题，车管所不给他挂

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上过残
疾车的牌照。车管所工作人员

告诉他，即使给他的车挂上牌

照，但是他也没有驾驶证，同

样无法驾车行驶。

一气之下的夏文泉，拆掉

了残疾装置，在另一家车管所挂

上了牌照，这下子，爱车有个证

了，激动的他经过短暂的调整，

带着妻子“走了趟远门”。

2010 年 8 月，他五天的时

间，开车游玩了南山、威海、

安丘青云山、青州花博会、山

海关、还到达了中朝边界、看

过本溪溶洞，沈阳故宫河北承

德避暑山庄。总共行驶 3600 公

里。

他还告诉记者他们一路上

的趣事。“去玩时，被交警查
到了，当时很害怕”夏文泉回

想时还有点心惊胆战。车挂牌

后，夏文泉就开始了周游全国

的计划，五天行驶 3600 公里，

都没被查到，最后却在本溪的

弟弟家门口，被警察查到了。

“警察先是敬了礼，然后

让我拿行驶证和驾驶证。”夏

文泉比划着，“我只给了他行

驶证，我很害怕，他让我下

车，但是我根本动不了，这他

才发现我是残疾人，就去请示

领导去了。”

“肩膀上有两道杠和一个

星的官”看到夏文泉，并没有

准许他出发，而是嘱咐他路上

注意安全，这样夏文泉才松了

口气，这也让他下定决心，一
定要考个驾照回来。

他要去天涯海角，他为了

游遍全国的计划，还专门买了

驾车自助游的书。

因为爱车，他终获成功

他一直关注残疾人考驾照
的消息，按他的话说，没有驾
照，他开车也不放心，因为是
不合法的，当他得知潍坊交通

职业学院开办残疾人驾照培训

班，他第一个报了名，他的科

目一考了 99 分，课目二考了满

分，科目三也顺利通过， 2011

年 8 月 3 号，他拿到了真正属
于自己的驾照，兴奋地说：

“我终于可以合法合理的开车

了！”成为潍坊第一批拥有残
疾人 C5 型驾照的七人之一。

夏文泉的坚持还体现在他

的放弃，他为了自己的家人放
弃了三次绝佳的机会，放弃了

上大学，夏文泉作为家中老

大，他担起了家里的主要责

任， 1974 年高中毕业后，他本

可以被推荐到山东大学读书，

但是看到家里还有年幼的两个

弟弟，三个妹妹，家里没有劳

动力，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公分
儿，分不到粮食，就没饭吃，

于是他放弃了推荐读大学的机

会，留在了村里做了支部副书
记。当时部队招人，待遇很

好，他也没有去，因为他知道

自己走了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后来他出车祸后，由于在村里

政绩突出，他本可以转到企业
或者乡镇去做官，但是也没有

去，他说：“我病了，这个地

方让我感到了温暖，我不想去

别 的 地 方 ， 这 里 就 是 我 的

家。”

记者在夏文泉家里，遇到

了他的同学李女士，李女士告
诉记者，夏文泉从小就很优

秀，个性很要强，他就是一个
能人。平时的大事小事难事只

要找他，他必定帮忙，而且闲

聊的时候，要是说有什么烦心

事，他都记在心里，悄悄地帮
你办好了，特别喜欢乐于助

人。李女士说，完全感受不到

夏文泉是个残疾人，他受了别

人没受过的罪，却干了别人没

干过的事，家里的电线电灯都

是他一个人安的，李女士表示

无法想象。

夏文泉每次出游都带着老

伴马丽花，老伴是永远伴随他

的人，在他出车祸时，他们刚
刚结婚不到一年，出了这么大

的事，很多人都劝马丽花改嫁，

但是马丽花并没有离开夏文泉。

马丽花说，人都是有良心的，不
能他好时就跟着他，他出事了就

不要他了。一句简单的话却包含

了三十多年的深情，三十年受

的苦她只字未提，只说夏文泉

受了苦受了罪，她不求大富大

贵，只要两个人能平平安安的

过日子就够了。

夏文泉有了新的驾照，也实现了他重新回到

汽车驾驶室的梦想。

本报记者 秦昕 丛书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