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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1岁的张秀萍是名残
疾人，她还有个特殊的身份——
社区裁缝。身残志坚的她通过
自主创业，在洛龙区太康东路办
事处大西村菜市场开了一间

“秀萍修衣店”，用一双并“不完
美”的巧手，“裁剪”出美好生活。

“裤腿修得太短也不好看，
打点褶子会更合身……”14 日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太康东路东
头的大西村菜市场见到张秀萍
时，她正在为顾客测量裤子长
度，见顾客执意要把裤子修得很
短，她凭经验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

张秀萍是大西村人，18 岁
那年，因一次意外事故左手不幸
残疾，虽然后来靠植皮手术保住
了左手，但不能灵活伸握，被鉴
定为四级伤残。

“很长一段时间，心里会因手
部残疾感到自卑。”张秀萍说，她
担心“手丑”，不愿把手暴露在外，
更不愿外出打工。只能在家揽点
零活，帮别人加工衣服之类，后来
又到村里一家化工厂的残疾人公
益岗位从事化验工作。

2012 年冬天，她听说因城
市规划，化工厂要搬迁到其他地
方。“家里上有 70 多岁的老母
亲，下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
丈夫常年在外打零工……”为了
照顾家人，她不能外出工作，化
工厂搬迁期限渐近，意味着她就
要失业了。正在这时，恰逢市残
联举办服装裁剪培训班，想到自
己会点针线活，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张秀萍报名参加了为期一个
月的免费培训。

培训合格后，张秀萍在市
残联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在大
西村新建的菜市场租下一间门
面房，从事修补衣物，客源主要
是大西村 2000 余名村民。由
于从来没经营过生意，刚开业
时，店里的生意并不好，开业后
第一个月，勉强能维持收支平
衡。后来，张秀萍的手艺逐渐
被大家认可，修衣店的口碑也
越来越好。

因为顾客都是自己村里的
人，张秀萍修衣价格比市场价格
便宜一两元，“和气待人，诚信经
营”是她给自己定的经营原则。

一次，因为自己疏忽大意，不
慎将顾客的一件蚕丝布料衣服熨
坏，在向顾客道歉后，张秀萍又将
功补过，将熨坏的部分修剪掉，巧
妙改变了衣服样式。最终，她的
努力换得了顾客的谅解。

平时修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千奇百怪，问题棘手时，她会打电
话向培训班的老师请教。“无论啥
时候打，老师都会耐心指导，这点
我特别感动。”张秀萍说。

“现在靠这个修衣小店，每
个月能净赚 1500 元左右，除维
持一家人正常生活外，每个月还
能攒下点儿。”张秀萍说，她有个
小愿望，想通过努力学习提高自
己的裁缝技艺，她还想学习如何
制作衣服、被罩、床单等物品。

本报记者 赵佳 见习记者
朱艳艳 文/图

我市已帮扶近两万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梦想，在第24个全国助残日到来
之际，记者带您聆听他们自立自强的故事——

看 如何演绎精彩

本 月 18
日 是 第 24 个
全 国 助 残
日。目前，我
市 有 残 疾 人
46.2 万名，近
年 我 市 积 极
推 进 残 疾 人
就 业 培 训 工
程，鼓励和帮
扶有条件、有
能 力 的 残 疾
人 实 现 自 主
就 业 创 业 。
2009 年以来，
我 市 已 启 动

《残疾人就业
培 训 工 程》。
截 至 2013 年
年底，我市培
训残疾人3万
多名，实现就
业 创 业 的 有
近两万名。

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吃饭、穿衣都得靠父母，到
自主创业，当上广告设计室
的小老板，26 岁的脑瘫患
者张瑞峰在自己的努力下，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凯
旋东路的“丑美设计”广告
设计室，老板张瑞峰挣扎着
站起来欢迎我们。眼前这
位四肢痉挛、口齿不清的青
年，让我们很难把他与那些
精美的广告设计图联系起
来，似乎感到了我们的疑
惑，他主动演示起“拿手绝
活”。

由于四肢痉挛不自觉
地颤动，用左手操作鼠标
的张瑞峰会时不时用右手
握着左手手腕来帮忙。设
计版式、颜色配制、填充
信息……不到 5 分钟，一
幅精美的室内效果图就呈
现在我们面前。

张瑞峰的母亲孔玲芝
说，1988年，瑞峰出生在孟
津县白鹤镇，一生下来就
被诊断为四肢痉挛型脑
瘫，孔玲芝带着他辗转郑
州、西安等地求医，医生均
表示只能康复锻炼，无法
手术治疗。

张瑞峰4岁时，母亲偶
然发现他能对照电视字幕
学习汉字。在家人的关心
和鼓励下，经过十几年的刻
苦努力，他读书、看报已不

成问题。他7岁时，哥哥买
来电脑开了家复印店，瑞峰
便迷上了电脑。哥哥有事
出门，他就偷偷练手。不
久，打字、收发邮件、上网他
都不在话下。

2007 年，张瑞峰参加
了市残联举办的免费就业
培训班，他选择了为期一个
半月的微机操作初级班。
从此，他对电脑的喜爱一发
而不可收。之后，在市残联
的帮助下，张瑞峰又进入专
业的电脑培训学校学习，并
在学员设计大赛中获得二
等奖，成为广告设计专业人
才。

掌握了电脑设计技能
后，自主创业成了张瑞峰的
梦想。2009 年 4 月，张瑞
峰的“丑美设计”广告设计
室开业。开业之初，由于缺
乏资金，无法购置必要的机
器设备，张瑞峰的生意并不
好。但是凭借价格便宜，服
务诚信，设计精心，客户越
来越多。

2009年10月，张瑞峰
把设计室搬到了凯旋东
路，规模扩大了，项目增多
了，生意也越发红火。“我
希望能开一家残疾人广告
公司，让更多的残疾人来
这里学习或工作，让每个
人都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张瑞峰说。
本报记者 戚帅华 文/图

在唐宫路东周百货一家美
甲店内，经常能看到一名身高
1.1米左右，用双拐支撑才能行
走的男子。他拿着一支极细的
美甲笔，蘸上颜料，打造“指尖上
的优雅”。

他叫程国飞，今年 29 岁，
是伊川县江左镇人，患有先天
性下肢残疾，已在洛阳做了 4
年的美甲师。如今，他不仅是
首席美甲师，还被市残疾人职
业技术培训学校聘为美甲讲
师。谈起就业史，他用“苦辣酸
甜”来形容。

“家里有四姐弟，只有我得
了这种病，从小父母给我的关
爱最多。”程国飞说，在老家他
生活得很舒适，可眼看着同龄
的伙伴们都外出打工挣钱了，
自己还需依靠父母度日，心里
很不是滋味，于是他萌发了学
一门手艺外出打工的念头。而
就在此时，母亲的一场大病让
家里欠了不少债务，为减轻家
里的负担，他外出打工的决心
更加坚定。

2010年，程国飞通过互联
网了解美甲这行，决定做一名
美甲师。“美甲主要依靠双手，
美甲师是坐着工作的，非常适
合我这样行动不便的下肢残疾
人。”程国飞说，随即他与10多
家美甲店取得了联系，并表达
了想学习美甲的愿望，可对方
一听说他是残疾人，便找各种
理由将他拒之门外。

2011年2月，拜师路上屡

遭拒绝的程国飞，终于等来了
一个机会。他通过互联网认识
了洛阳灰姑娘美甲店的负责人
古燕珊，热心的古燕珊了解了
程国飞的情况后，决定让他来
店里试一试。

通过两个月的学习，程国
飞被古燕珊聘为美甲师。刚开
始，顾客对程国飞并不认可，拒
绝他的服务。还记得一名顾客
曾对他说：“美甲师都是女孩，
男的怎么干得好，更何况还是
个残疾人。”听到这话的程国飞
有了放弃的念头，最终在古燕
珊的鼓励下坚持了下来，并赢
得了顾客认可。

2012年，程国飞报名参加
了市残联开设的美甲培训班，
美甲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现
在只要他在店内，顾客大都找
他做美甲，忙时一天要工作近
10个小时。今年，程国飞还利
用业余时间，在市残疾人职业
技术培训学校当起了美甲讲
师，目前他已经培训了二三十
名学员。程国飞说，平时他也
会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关系，帮
残疾学员推荐工作，但效果并
不理想。

程国飞有一个愿望，就是
开一家专业的残疾人美甲店，
免费向更多的残疾人传授美甲
技艺。“因为我本身是残疾人，
特别能理解残疾人。我教他们
美甲，就是想帮助他们自食其
力，实现人生价值。”程国飞说。

本报记者 戈晓芳 文/图

在涧西区长安路办
事处长安二社区，作为

“黄河王氏风筝”的传承
人，71 岁的王广武老
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将新的风筝制作理念融
入中国传统风筝工艺。

王家制作风筝的技
艺可以追溯到明朝初
年，传到王广武已是第
二十六代。“我很小就跟
爷爷学做风筝。”王广武
说，传统风筝制作很简
单，设计、做版、制作骨
架，几根竹篾加一张宣
纸就能制成一只小风
筝。

多年来，他不断创
新，发明了12米长的章
鱼、4米宽的三联牡丹、
刺绣运动型以及七星宝
石花等许多造型独特的
风筝并多次获奖。

本报记者 刘冰 摄
影报道

黄河王氏风筝
在传承中创新

张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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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31 日，
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批准，创刊于 1990 年 的
《洛阳广播电视报》更名为
《河洛生活导报》。

《河洛生活导报》，河
洛地区唯一铜版纸封面、
精美杂志化装订的城市主
流周报、精品生活服务指
南，咱洛阳人的优质生活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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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本报仍可享受每份
100元的特价，并获赠价值
129 元的九九龄维他醋一
箱或价值 130 元的建洛调
味品大礼包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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