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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现有残疾人46.2万人，占全市总
人口的 7.2%，涉及 130 多万残疾人亲属。
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为增强残疾人创业
能力，提高创业成功率，帮助更多的残疾人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近年，市残联加大对残
疾人技能培训力度，先后举办了网上创业、
手工艺品制作、服装制作等培训班，并对残
疾人进行创业培训指导。

市残联联合市发改委等多个部门，出
台了《关于做好扶持残疾人个体就业、自主
创业工作的通知》等优惠扶持政策，对于首
次自主创业、办理营业执照且正常纳税经
营 1 年以上的残疾人，还可一次性获得
2000元资金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吸收
安置残疾人符合规定条件的，还可按照国
家税收政策享受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
税的优惠。

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刘玉来表
示，助力残疾人创业，还应进一步加强引
导，对那些立志创业的残疾人，应正确引导
他们的创业意愿，让他们正确认识创业能
给他们带来什么，创业时会遇到什么问题，
科学选择创业项目，可建立由政府主导、社
会支持、残疾人参与的创业引导机制，让残
疾人的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动。

他建议，相关部门可加强对残疾人
相关创业数据的收集，甚至可定期组织
残疾人创业讲座，激励更多创业中的残
疾人积极交流，相互取暖，分享创业项
目、创业经验。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只有
‘授之以渔’才能让残疾人群体走进社会、
改善生活状况。”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刘溢海建议：一方面，制定残疾人就
业创业优惠政策，建立残疾人创业帮扶基
金，扶持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自主创业；
另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培训机构参
与培训，全面提升残疾人在企业经营管
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技术等方面的创
业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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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热情高涨，但受心理、资金、技术等制约而步履蹒跚——

残疾人创业：期待有双“隐形的翅膀”
本报记者 戚帅华 苏楠 文/图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日益深入人心，残疾人创
业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近年我市出台了一些助力残
疾人创业的举措，但因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身体功能障
碍等牵绊，他们的创业之路面临着更多挑战。目前，残疾
人创业主要集中在技术要求较低的服务行业，但也有成
功转型、事业越做越大的例子。有关人士建议，建立由政
府主导、社会支持、残疾人参与的创业引导机制，让更多
残疾人的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动，同时加大技能培训、
资金扶持、创业指导的力度。

5 月 21 日是全国助残日。我市现有残疾人 46.2 万人，占
全市总人口的7.2%，涉及130多万残疾人亲属。近年，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加入创业的队伍，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面临着哪
些艰辛？社会应该给予哪些扶持？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今年48岁的姜庆伟下肢瘫痪，但他在电子工程师父亲的影响
下，参加了由中国电子学会组织的函授班。经过两年学习，他决定
自主创业，先后创办了华泰家电维修部、自强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美图数字印刷有限公司……30年来，姜庆伟的事业越做越大。

站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风口，近年，姜庆伟把目光瞄
准了“互联网+”，用他的话说，就是运用好“互联网+创业”。

今年5月，姜庆伟的美图云印网上商城改版上线，该网上商城
可实现快印全流程全自动化，他的生意也逐渐从线下发展到线上。

近年，姜庆伟还对一些年轻又有文化的残疾人进行培训，让
他们掌握互联网技术，在他的帮助下，一些残疾人通过“互联
网+”实现了创业梦。

去年7月，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下，腿部残疾的马志
安和几个有创业打算的残疾人朋友合伙开起了服装店，提供时装
设计、订制。凭着良好的口碑，服装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今年49岁的马志安，初中毕业后便开始跟着裁缝师傅学手
艺。二十来岁时，马志安在家开起了裁缝店。遇到难上手的活
儿，他加班熬夜也要做好，因此慢慢赢得了顾客的信任。靠着积
攒的客源，再加上“一传十，十传百”的好口碑，经常有人骑车几
十分钟，专门找他修补衣服。从2012年起，除了自己开店，马志
安还在市残疾人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免费教残疾人裁缝手艺。如
今，他的学生中有10来个都开起了裁缝店。

“大家志同道合，团结力量大。”马志安说，大家一起干，不仅
资金方面能整合，而且对身体同样有缺陷的残疾人来说，大家互
相认可，互相包容理解，能相互取长补短。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我市残疾人创业者逐渐增多，但
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瓶颈。

今年34岁的刘浩下肢残疾，收入全靠出售自己制作的
手工艺品。近几年，刘浩一直想开个小杂货店，但他一直有

“我这样咋创业”的想法，到现在还没有下决心。
“对于不少残疾人来说，要迈过自己心理上的那一道坎，

走上创业道路，是需要勇气的。”在姜庆伟看来，不少残疾人
创业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心理，往往因残而怯，缺乏勇气。

创业就需要资金。马志安说，这几年，他一直想把自己
的店面做大，不管是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都要提升档
次。可是，做品牌、做精品，资金从何而来？“对于这些支出，
我们自己很难办到。”马志安说。

马志安表示，残疾人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又有生
理缺陷，劳动能力较弱，要想筹集资金，比健康人困难许
多。一些残疾人虽然有技术、有勇气，但缺乏资金，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除了资金，技术也是残疾人创业面临的一个挑战。今
年67岁的陈双锁年轻时因病致盲，为了谋生，他学习按摩
技术，并于 1988 年开了一家盲人按摩店。凭借精湛的技
术，陈双锁的按摩店越做越大，如今他还开了一所按摩职业
技术培训学校，将重点转到培训更多的残疾人学习按摩技
术上。

陈双锁说，残疾人能涉足的创业领域较窄，且主要集中
在技术要求较低的服务行业。

面对难念的“生意经”，残疾人企业该如何应对？“善于
思考、诚信服务”，这是姜庆伟的心得。

姜庆伟的“华泰家电维修部”是1987年创办的，1999年
正是家电维修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他却选择转行。他认为，
随着客户对家电行业的服务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家电维修
越来越多，上门取送业务增多，但他腿脚不便，已经不再适合
从事维修行业。当年，姜庆伟便创办了自强网络信息有限公
司。2012年年初，他又创办了美图数字印刷有限公司，专业
从事数字印刷和高端的设计业务。

姜庆伟表示，只有不断思考，才能在创业路上取得更大进
步。同时，他还以良好的信誉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不少客户
成了朋友。正是一次次成功的转型，让他的事业越做越大。

“残疾人做生意，往往难以得到客户信任，因此竞争力
普遍较弱。”马志安表示，难以被“看上”，是不少残疾人创业
遇到的难题。

如何改变社会认知，提升竞争力？马志安认为，残疾人
创业首先要有过硬的技术，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这样才能
赢得更多客户，才能在同行竞争中取得优势。

陈双锁表示，在选项目上，残疾人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
况，选择自己喜爱和擅长的项目，并且最好是投入少且投入
回报时间长的项目。同时，要积累相关技术和经验，运用好
相关部门为残疾人提供的许多免费培训项目。此外，利用
好国家出台的创业方面的优惠政策，根据相关政策、扶持基
金和技术，让自己创业更加顺利。

借力“互联网+”，抱团合作力量大

成功有方，听听过来人的经验

因残而怯，还受资金、技术等制约

多措并举，
助力残疾人创业

近日，走进孟津县麻屯镇杨岭村农民杨锁家
的樱桃园里，见红透了的大粒樱桃一簇簇挂满枝
头。今年 70 岁的杨锁提着刚刚摘满的一篮子樱
桃笑得合不拢嘴。

杨锁全家共有6口人，几年前，他患重病留下
了后遗症，他的老伴也因身体不好成了“药罐子”，
加上他儿子们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他家被村里列
为首批精准扶贫的贫困户。近年，在大家的帮扶
引导下，杨锁引进种植大粒樱桃果树4亩多，预计
今年每亩收入会有4000多元，仅此一项他就可以
摘掉“穷帽子”。

目前，麻屯镇规模化种植大粒樱桃果树达 1
万亩，形成了数十公里长的樱桃种植产业带，待樱
桃全部进入盛果期后，年可实现增收 5000 多万
元，使千余农户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郑战波 许建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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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安认真制作服装 姜庆伟查看网上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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