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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7日上午 8点半，党育
坐到了工作台前，拿起一双鞋
子，仔细地将鞋边上的污痕处理
干净。他干得格外认真、仔细，仿
佛手上拿着的不是鞋子而是一
件工艺品。

党育是一名残疾人，这是
36 岁的他获得的第一份工作，
因此格外珍惜。

“靠自己”

党育自幼患有软骨病，因病
造成骨骼畸形，生长发育迟缓。
虽然已经 36岁，但他的身高却
只有 1.36 米。残疾证上“2 级肢
体残疾”的字样表明他除了个子
矮小外，肢体功能也因为畸形受
到影响。

党育从小在沧州市社会福
利院长大，受到了工作人员无微
不至的照顾。成年后，他也在尽
己所能帮助福利院做一些工作。

渐渐地，党育觉得，他也不
是一无是处。“干不了体力活，我
也可以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呀！”他想到社会上寻找一份工
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有了外出工作的念头后，党
育开始留意一些招聘信息，可是
每每都以失望结束。招聘残疾人
的单位不少，但很多都要求残疾
等级为 4级。很显然，党育并不
合格。

今年 3 月初，党育得知，沧
州市残联要组织专场招聘会，组
织求职的残疾人走进企业。党育
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觉得自己
从没有到社会上工作过，多参加
一些招聘会积累点求职经验也
是很好的。

第一次参加面试，党育很激
动。他和 100多名残疾人一起来
到位于南皮县的河北圣洛依清
洁服务有限公司。走进企业的生
产车间，党育看到什么都觉得新
鲜。企业负责人进行岗位讲解
时，党育听得很认真：“这个工作
我完全可以胜任。”

最后，经过双选，党育与这
家企业签订了就业意向书。

4 月份，经过简单的培训
后，党育上岗了。他从福利院
的住处搬到了单位的集体宿
舍。

单位管吃管住，舍友都是残
疾人，党育和他们相处比较融
洽。对于自己终于有了工作，党
育心中充斥着一种说不清的感
觉，“也许是被社会认可的感觉，
也许是一种成就感。”

党育的主要工作是给鞋子
美容。“都是手上的活！我虽然干
得比别人慢，但这个劳动强度身
体可以承受。”党育尽量让自己
动作快一些，争取追上其他工友
的速度。

公休时，党育会拿出手机，
搜索一些鞋子美容的相关技巧，
比如，翻毛皮鞋如何去渍、白色
帆布鞋怎么去黄……党育管这
个叫“业务学习”。

他说：“别的残疾人可能有
学历，有父母，有亲人，我什么也
没有，只能靠自己，所以我要更
加努力地去工作。”

入职一个月后，党育通过公
司的计件系统查询，他这个月可
以挣到 2000 多元工资。他打算
发了工资去买个折叠柜子，将自
己的东西都归置一下。“自己赚
生活费很有成就感。”党育笑着
说。

“铁拐李”求职

李秀明是青县上伍乡坑头
村人。2007年的一场车祸，让李
秀明失去了左腿。那一年，他 21
岁，在建筑工地开塔吊，收入不
少。

“出事后，我曾经消沉了一
年多，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
气。”提起那段黑暗的日子，李秀
明如今都看开了，“少了一条腿，
从一个健全人变成残疾人，我想
谁遇到这样的事，都得难过一阵
子吧！”

在家人的照顾和开导下，时
间慢慢地抚平了伤痛，李秀明逐
渐走出了阴影，重新变回了那个
开朗乐观的小伙：“毕竟，咱这条
命是留下来了。”

李秀明为自己起了一个很
形象的微信名：“铁拐李”。

为了谋生，李秀明在村里开
了家小超市。后来，随着网购的
流行，超市不好干，他又转行种
起了菜。

去年，李秀明种的韭菜丰收
了，但销量并不好。

今年，38 岁的李秀明开始
思考以后的出路。妻子的一句话

提醒了他：“你要不出去打工！听
说很多企业都招收残疾人。”

只有一条腿也可以吗？李秀
明开始关注起了招聘信息。

他来到青县择明朗熙电子
器件有限公司，经过面试，成功
入职。

单位离家 10 公里，李秀明
每天上班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电
动三轮车。

4月15日，是李秀明入职的
第一天。天还没亮，他就醒了。妻
子说他是好多年没上班，“心
盛”！

“我的工作就是坐在工作台
前，组装电子器件。”李秀明说：

“下肢残疾的人完全能胜任这一
工作。”

“单位给缴纳五险一金，工
资按计件，每月能挣三四千元，
比较稳定。”李秀明很满意现在

的工作：“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我
也能靠双手养活妻儿。”

“闯”到北京

36 岁的刘维维性格开朗，
积极乐观。由于从小视力障碍，
一路走来，他曾经受过很多磨
难。

正因为如此，才磨炼出了他
顽强的意志和品格。15岁时，刘
维维听家人说，市残联要组织一
期盲人推拿按摩培训，询问他是
否要报名。刘维维听到这个消
息，心里一下子燃起了希望，他
想，学习按摩不正是一条很好的
谋生之路吗？

于是，他和家人说：“我要

报名，我要做个自食其力的人。”
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里面

有很多技巧和奥妙。每学习一种
按摩方法，从力度的轻重，按压
的方向，穴位的识别等，都需要
用心体会，反复实践。

刘维维知道，这将是自己未
来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学得格
外认真，他严格要求自己必须将
所学的理论知识烂熟于心。实操
训练时，按摩指法也要准确无误。

天赋加后天努力，刘维维很
快就掌握了十几种按摩方法，深
得老师的喜爱。培训结束后，刘
维维来到一家盲人按摩院求职。

“其实，只要克服心理障碍
走向社会，再有一技之长，残疾
人找工作也不是那么难。”刘维
维获得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最初几个月，刘维维挣着几
百元的实习工资。工作中，刘维
维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查漏补
缺，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很快，他就凭借娴熟的按摩
手法成为店里的主力，很多顾客
点名要刘维维按摩。

4年后，刘维维考取了高级
按摩师技能证书。25岁那年，他
通过朋友得知北京一家养生会
馆招聘盲人按摩师的消息。

那一刻，刘维维心动了。他
想去北京，去一个更大的平台展
示自己。

“只要手艺好，到哪都有用
武之地！”刘维维说服了不放心
的家人，独自来到北京。

真像他说的那样，刘维维凭
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成功留在了
北京。这一待就是11年。

揉、捏、推、拿，每天重复着相
同的按摩动作，在刘维维的黑暗
世界中，这一技之长就是照亮他
生命的一束光。他用自己的经历
去鼓励视力障碍的小徒弟：“虽然
咱们看不见世界，但世界会看到
我们的努力，我们要相信自己的
能力，只要付出，总会有回报的。”

不放弃

“我希望和我一样的残疾朋
友们都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就业
岗位。”赵凌岳发自肺腑地表达
着自己的心声。

今年 24岁的赵凌岳是沧州
交通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毕业
生。2023 年 6 月，肢体残疾 4 级
的她从学校毕业，面临着就业的
压力。“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都这
么难，我一个身有残疾的毕业生
该去哪里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
作呢？”赵凌岳心中打鼓。

在几度求职未果后，她了解
到沧州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正在公开招聘，有残疾人
特设岗位。

这一消息对正在求职的赵
凌岳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报
名后，赵凌岳积极备考，经过一
系列的笔试、面试等程序，顺利
入职，成为一名国企员工。

赵凌岳希望用自己的经历
鼓舞广大残疾人朋友，永远不要
放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
去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相信自己就是奇迹……
本报记者 吴艳

沧州这些残障人士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家门去应聘——

李秀明虽然少了一条腿李秀明虽然少了一条腿，，但他靠双手养活一家人但他靠双手养活一家人

党育觉得自己赚生活费很有成就感党育觉得自己赚生活费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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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