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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济南市智残人技能培训驿站

用一把螺丝刀与社会“相识”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丁科

每天拧螺丝

超过200分钟

16日上午，在济南市智残人技
能培训驿站里，陈扬展示着自己唯
一的技能——— 拧螺丝。他知道自己
永远不能像一个正常工人一样被
老板认可，但一名IQ值只在35-50
之间的中度智障者，在这里还是可
以拥有自己的梦想。

如今，仅能与人简单交流的陈
扬告诉记者，他能自己养活自己
的！

陈扬不仅患有三级智障，而且
伴随有脑瘫，从一生下来，他的右
手就无法正常伸展，几个手指扭曲
在一起。按照一个智障人士通常的
命运，陈扬未来可能在简单的家务
劳动和部分生活自理中找到自己
的“归宿”。具有初步的卫生和安全
知识是这类人群所具备的最高的
生活能力。

陈扬18岁时，被父母送到了济
南市智残人技能培训驿站，拿起了
生活之外的第一样工具——— 螺丝
刀。工作人员张钢告诉记者，起初

陈扬的手和眼睛无法协调，小的零
部件经常碰掉一地，手部肌肉不听
使唤。“刚来的时候螺丝刀都拿不
起来，一天只能够完成几个零件。”
张钢说。

但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陈扬
每天花在拧螺丝上的时间超过了
200分钟，剩下的时间他大都花在
了锻炼肌肉上，陈扬希望螺丝在对
准螺母前，自己的手不要颤抖。

如今，陈扬能够完成加工70多
个零件，每天甚至行走半小时自己
到达学校。根据他个人的加工量，
一家爱心企业出资购买这些元器
件基座，陈扬今后可以通过自己的
劳动养活自己，这完成了陈扬一直
以来最大的梦想。

技能培训驿站

设有手工工场

记者了解到，在济南市智残人
技能培训驿站，像陈扬和小林这样
的学员一共有60多人。这家2011年刚
刚开办的驿站中，设有手工工场、医
疗室、模拟培训超市、文体活动室、
康复室。一些学员刚刚学习时还目
光迟滞，但学习几天后便可以自己
洗衣服。驿站楼下便是残疾人就业
服务大厅，设有就业服务、咨询、年
审、职业介绍等窗口。智残人士在这
里的培训和住宿都是免费的。

“我们跟他说话复杂一点，他

可能都听不懂，不理解。但是他似
乎能把握住自己，一直特别认真努
力地学。这一点，正常人可能都做
不到。”张钢对记者说。

实际上，在整个被智障人士称
作“爱心驿站”的济南市智残人技
能培训驿站里，陈扬只是其中残疾
程度较重的学员之一。但这并没有
妨碍这些智力水平与“阿甘”相似
的人拥有各自的梦想。

学员林学勇同样患有中度智
障，但他在服装设计上却有惊人的
天赋。“基本上只要给他一个样子，
他就能做出衣服来。”工作人员说，
小林是驿站里的技师，他最大的梦
想就是把自己设计的燕尾服穿在正
常人身上，去参加宴会和婚礼。

如果能做到的话，20岁的陈

扬希望每天可以拧上更多的螺

丝，身边摆满已经完成的仪表

座，还有周围人们的掌声。

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
抽样调查显示，济南市共有
残疾人33万人。其中智力、
精神问题的残疾人有 3 . 86

万名，约占全市残疾人总数
的11 . 75%。

“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受
教育水平低、就业程度低、
社会保障参与率低，绝大多
数处于封闭状态。”济南市
残联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
济南市残联每年为数千名
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托养
服务，但这仍不能满足这类
人群进入社会，完成自我供
养的实际需求。

“这个爱心驿站使我
们尝试让智残人士回归社
会的一种方式，目前这里
还是试点单位，预计下一
步将在册学员数量增加到
1 5 0 名。”张钢告诉记者，
残联会根据社会需要，未
来增加残疾人就业培训方
面的机构，让更多可以养
活自己的智残人士找到人
生价值。

让更多智残人士

找到人生价值

格相关链接

培训驿站内加工零件的学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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