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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岁“再就业”只想力所能及
“我4岁时，因为发烧导致小儿麻痹症，腿就留下

残疾了，成年后一直靠开残疾人车谋生。”今年 55 岁
的周必来有一条腿看上去明显细了一圈，“这都是那
时候落下的后遗症。”

后来，合肥市取缔残疾人车，这让周必来一下子
失去了经济来源，那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

倔强的周必来不愿意认输，找工作四处碰壁的他

跟一名残疾人学习了修鞋补鞋，想要用自己的一技之
长糊口。

“光着急不是办法，我那时候才40多岁，不能整天
靠着政府的救济过日子，我要发挥我自己的价值。”残
疾人一条街开了之后，周必来就在一间小门面扎根了，
每天一个人在小小的店铺里忙里忙外，生意也算不错。

周必来有一个原则，但凡是附近家庭困难或者残
疾人来修鞋补鞋，他都不收一分钱，碰上节假日他还
到小区里去为居民义务服务，并买米油等送给附近更
困难的群体，“我虽然是个残疾人，但是有更多的人比
我更需要帮助，现在我能自食其力了，更要为他们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

残疾“夫妻档”开店乐悠悠
在合肥滨湖惠园社区残疾人创业示范街，58岁的

何维芬和爱人经营着一家缝纫店，不到8平米的空间
里，他们还帮人泡脚修脚。

“我们都是残疾人，他裁衣服我缝衣服，这样既维
持了生活，也增进了夫妻感情，挺好的。”从 2 岁患小
儿麻痹症开始，何维芬腿脚就不太利索，2016年摔断
腿后，她就彻底不能走了，整天要靠轮椅出入。

因为腿部残疾，何维芬很早就去学了裁缝，虽然
只能用一条腿踩机器，但考虑了很久，她决定将裁缝

这门手艺一直传承下去，“现在年轻人都不会这个，还
是老百姓急需的，我这么做不仅是解决了自己的就业
问题，也是帮老百姓解决了需要。”

在何维芬的倡导下，创业示范街上的6家商户成
立了一个残疾人基金会，专门去帮助残疾人，解决他
们的困难。

为残疾人奔走呼唤“无障碍”
上个世纪80年代，人手一个私章，王葵就是在那

时苦学刻章这门手艺。
“我腿残疾，只能学手艺活，刻章一坐就是几个小

时不挪动，很适合我。”不过，学刻章的过程可不容易，
所有的字体都要学习，还要学会刻反字，“最忙的时
候，我早上4点就要起来了。”

如今，刻私章的人越来越少，但王葵与时俱进，
又做起了芯片章的生意，相比普通的章，芯片章防
伪性更好，里面所有的信息可以瞬间读出来。

“我现在除了谋生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加
入了安徽阳光残障人士服务中心，和 20 多名残疾
人一起考察社会各界的无障碍设施情况。”王葵说，每
年他们都要考察残疾人卫生间、商场无障碍坡道、小
区公共设施等，看看是否都适合残疾人出行，“我们会
汇总情况，再上报给政府。”

星报讯（张春燕 王玲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在
合肥锦绣社区紫云居委会，42 岁的黄保勇是很多
残疾人眼中的偶像，20多年前车祸截肢的他装上
假肢，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他苦练维修家电，如
今不仅当了20多年店主，还被好几家大公司相中
了手艺，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记者见到黄保勇时，他正和十几位残疾人吃
着团圆饭，看上去跟普通人一样，“其实，我的左腿
从大腿截肢，膝盖以下全部是假肢。”

1995 年中秋节前一天，黄保勇至今都记得，
他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辆大货车爆胎，偏离
车道撞到了自己的客车，也就是那场车祸，导致他
左腿大腿以下全部截肢。

在家休养了两年的时间，20 多岁的黄保勇不
想在家里混吃混喝，面对看病欠下的债务，还有未
来几十年的生活，他选择了重新开始，去学习家电
维修，由于自己本身就感兴趣，再加上勤学苦练，
大半年后，黄保勇就出师了。

“我想着用自己的技术挣点小钱，最起码可以
糊口。”后来，紫云居委会提供万人就业扶持资金
帮扶，黄保勇个人创立小家电维修部一直到现在，
还带出了几名徒弟。

虽然中间搬了一次店，但黄保勇的生意还是
特别好，经常有人打电话请他上门修家电。

“我干一件事就要干好，即使我很累，只要别
人认同我做的事，我就开心。”黄保勇的勤奋踏实
不仅赢得了爱人的芳心，而且很多客人也开始给
他介绍生意，一些公司的家电维修业务也慕名
找到他，其中还包括一些外资公司，“生活不是
一开始就好的，虽然我经历了一些痛苦，但现在
最起码生活无忧，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的，我就
很知足了。”

车祸截肢，他维修手艺被大公司相中
他说“即使我很累，只要别人认同我做的事，我就开心”

身残志坚，他们靠手艺谋生还尽力助人

近日，合肥市三里庵街道龙河路社区在安徽
大学龙河校区体育场举办的首届轮椅健康跑活
动上，中国好人、合肥蓝天残疾人马拉松协会代
表李文领跑，她带领着 40 名残疾人和普通居民
跑了起来，营造扶残助残的社会风尚。

▋ 倪惠惠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每年5月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而在
我们身边，残疾人的生活也可以很阳光很幸福。

近日，记者走进包河区残联和滨湖惠园社区
联合打造的残疾人创业示范街，缝纫、修鞋、家
政、刻章等便民服务项目分布在6家店铺中，社居
委对这些店铺采取零租金的方式，帮助残疾人就
业和创业。

这些残疾人找到了一份谋生的手段，更重要
的是，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残疾人基金会，定期
去帮助更困难的居民，一有时间还会去给居民做
一些义务服务，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俞晓萌 记者 沈娟娟

星报讯（周先荣 季云冈 记者 马冰璐） 10 年
前，爱妻突发脑梗，丧失语言、行走能力，成为残疾
人。坚强的朱昌国毅然扛起照料的重担，并花费3年
时间陪她重新学习走路。今年恰逢这对恩爱夫妻结
婚40周年，“我希望她一天比一天好，陪我一起慢慢
变老。”昨日，67岁的朱昌国充满期待地说道。

虽然42年过去了，但家住合肥市龙居社区的朱
昌国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妻子胡宏跃见面的情
景，“她为人憨厚，性格开朗活泼，我一眼相中了她。”
朱大爷说，巧合的是，妻子也看中了他的忠厚老实。

1978年，这对相爱的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婚
后，他们相濡以沫，虽然偶有争吵，但从来没打过
架。2008 年，正当一家人过着开心平淡的生活，
不幸突然袭来，“那年的 3 月 21 日午饭后，她突然
歪倒在沙发上。”朱大爷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刻，

“我瞬间感觉天塌了。”

随后，胡阿姨接受了长达 3 天的抢救，“那三
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天，吃不下，喝不下。”朱
大爷说，幸运的是胡阿姨转危为安，但留下了严重
的后遗症，“刚出院时，不能说话，不能走路，整个
人意识也不太清晰。”

除了精心照料胡阿姨，朱大爷还开始带着她
接受康复训练，“不能走路没关系，我陪她一起重
新学。”朱大爷抱着胡阿姨的腰，女儿用绳子牵引
着胡阿姨的双脚，一步步艰难地往前挪，“从一小
步到一大步，从扶着她到她颤颤巍巍地独立行走，
整整花费了3年时间。”

如今，胡阿姨的康复训练仍在持续中，“她除
了不能说话以外，已经能慢慢独立行走，自己照顾
自己。”朱大叔说，医生都惊叹胡阿姨良好的康复
效果，“今年恰逢我们结婚40周年，我希望她一天
比一天好，陪我一起慢慢变老。”

爱妻因病不能行走
他花3年时间陪她重新学走路

56岁妈妈悉心呵护15载
助智残儿子成长为阳光少年

星报讯（素芹 琳琳 云冈 记者 马冰璐） 患有
智残三级的洋洋今年15岁了，这也是56岁的妈妈
方玲 24 小时陪伴他成长的第 15 个年头。15 年
间，母子俩的足迹遍布校园、康复训练中心等多个
角落，“作为妈妈，我不愿意放弃，我希望他越来越
好。”昨日，在全国助残日前夕，方玲坚定地说道。

15年前，家住合肥市清溪路社区的方玲以41
岁高龄生下儿子洋洋，“小时候，他走路晚，脚步不
稳。”她回忆，除此之外，儿子并无异常，“四五岁
时，发现他非常好动，而且智力落后于同龄孩子。”

心急如焚的方玲带着洋洋四处求医，“后来
他被确诊为多动症、智力发育迟缓，经鉴定为智
力残疾三级。”擦干眼泪后，方玲决定，再苦再难
都不能放弃儿子。此后的日子里，方玲几乎 24
小时都陪伴在他身边，“上学、做康复训练……我
都陪着他。”为此，她放弃了工作，没有一个休息
日，可她从没喊苦叫累。

“他坐在课堂上听课，我就在学校周边溜
达。”方玲说，让洋洋坚持学业，不是为了让他学
到多少知识，而是想让他学会与人相处、交往。
多年来，方玲每周都会带儿子去做康复训练，“随
着他年龄增加，虽然康复训练的效果并不明显，
但我不愿意放弃，我希望他越来越好。”

写字、造句、简单的加减乘除法、扫地、洗碗
……简单的学业和家务都难不倒洋洋，“看到他
一点一滴的成长和进步，我发自内心的高兴、满
足。”方玲说，自己一直教儿子直面残疾，要充满
阳光自信，以笑容面对人生的挫折，“让我自豪的
是，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