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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残志坚，用行动开创明媚的天
他曾是一名驾驶员，一次意外事故失去了左腿。然

而，因为有着自强不息的性格，身为肢体残疾人的他成
立了自己的假肢公司，并建立了两个分厂，在鲁西南首
屈一指。“一个人失去一条腿并不可怕，但一定要保持
旺盛的斗志，重新在社会上证明自己。”张申勇用行动
印证了“残疾人不是不幸，只是不便”这句话。

失去左腿的他，创建起假肢公司———

帮更多残疾人站了起来
文/图 本报记者 晋森

刚见张申勇，已经39岁
的他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
许多，穿着假肢的他走路和
正常人并无区别，如果不是
他把左腿给记者看，根本看
不出来他是个残疾人。“看
看，这腿是假的。”张申勇边
说边微笑着掀起左侧裤腿，
膝关节以下露出了一个浅黄
色的假肢。

张申勇原来是一名驾驶

货车的驾驶员，2003年7月，
在一次去日照出差时，一辆
超载的大货车失控迎面撞向
张申勇的货车，张申勇一把
将在他后面睡觉的同事拽
起，当回身再去收腿时已经
来不及。事故造成张申勇左
腿截肢，右大腿骨折。在因失
血过多昏迷了四天三夜后，
张申勇醒了过来，家人却没
敢将截肢的事实告诉他。“当

时有很严重的神经幻肤痛，
总觉得左腿的脚趾头、脚掌
非常痛，然后让我家人给我
揉揉。”这种情况下，家人无
奈地告诉他，脚趾头、脚掌已
经没有了，膝关节以下已经
截肢。“我当时脑袋轰的一
下，我以后要拄拐过一辈子
吗？”而此时，张申勇的儿子
刚满三周岁。

失去左腿，却打开另一扇窗
回到济宁后，躺着病床上

的张申勇第一次接触到了假
肢。“2003年那时专业装配假肢
的只有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
才有，来医院的一位上海专家
给我装上了假肢后，我站了起
来，心情非常激动，不相信还
能站起来。”张申勇住院时了
解到，周围有不少人截肢后都
面临装假肢的问题，但因为去
北京、上海路途太远，行动不
便去不了，即使装上了也无法
及时保养，平常能用10年的假

肢，用两三年就坏了。张申勇
想了想，“我为何不自己开一
家假肢装配公司，为了自己更
为了更多残疾人。”

2003年11月，张申勇把给
他装假肢的上海专家请来当
顾问，自己的假肢装配公司
也开始试营业。“当时由于假
肢公司太少了，而截肢的病
人却很多，济宁、枣庄、泰安、
菏泽的人都来我这里装配假
肢，这些人装上假肢能够站
立起来时，我自己也感到一

种很大的成就和满足，就像
当时我站起来一样高兴。”试
营业一年，张申勇就为200多
名残疾人装上了假肢，使他
们能正常的行走。

2005年2月，张申勇注册
51万元，创立了济宁市天健
假肢矫形科技公司，并成为
任城区残联假肢矫形装配
站。截至到现在，张申勇的公
司已经先后为济宁、泰安、临
沂、枣庄等1000多名残疾人
安装了假肢。

感同身受，对他人充满同情
张申勇作为一名肢体

三级残疾人，对来他这里安
装假肢的残疾人有一种天
然的同情。“看到他们，有时
候我就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尤其是看到一些贫困残疾
人。”张申勇告诉记者，2010

年，一名汶上康驿男子徐某
在施工时砸伤了大腿找到
了他，张申勇去徐某家了解
情况后才发现这个家非常
的贫穷，“他的妻子瘫痪在

床，两个孩子正处于上学的
年龄，很可怜。”在这种情况
下，张申勇决定先给他安装
假肢，钱以后再说。而像这
样的事情，已发生不少次。

“现在值得高兴的是济宁市
残联有了残疾人康复工程，
很多人都能免费装上假肢，
我作为承办的公司，一定要
把这事做好。”张申勇认真
地说。

在张申勇的公司墙

上，写着一行大字：残疾不
是不幸，只是不便。“我很
喜欢这句话，也用来鼓励
自己。”张申勇说，作为一
个残疾人，一个人失去一
条腿并不可怕，但一定要
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从
而使自己重新在社会这个
舞台上展示自己。

张申勇，这个失去一条
腿的人，却用一条腿走出了
两条腿的完美人生路。

当你行走在街头，可能碰到过缺胳膊断腿的残疾人，也可能遇到过又聋又哑的残疾人，你可能就认为他们是自身能力差差、需要别人帮助的弱者，如果你真这样
认为，那么，你错了！现实生活中，虽然大部分残疾人都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也还有一部分不同寻常的残疾人，他们们不但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且还在帮助那些健
康人，他们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也许你早就知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名言，但你有可能会难以体会其真谛。当你看过这两位身虽残疾，但但因意志坚强，毅力超凡，最终创造出感人
奇迹的残疾人，你一定会为之振奋，暗生力量……

销售空调的旺季又到了，赵磊的生意也忙碌起来。上午的活忙
完，外出安装空调、售后维修的员工都回到店里，拿出板凳开个短
会，员工一口一个磊哥的喊着。赵磊喜欢这样的氛围，尤其是介绍
和他一起工作了11年的员工时，会伸出左手拍拍员工的肩膀，自豪
感溢于言表。“创业11年，遇到一些困难，但这都没有打败我，困难
总会解决，而我也用实际行动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

失去右臂的他，从没气馁过———

自己创业还带动就业
文/图 本报记者 韩伟杰 通讯员 金瑞舟

“手术后我醒过来，看了
看缠着纱布的右臂，已经截肢
了。我姑姑站在病床边哭。我
当时心里特别难受，也哭了。”
想起25岁那年右臂被卷入机
器，做完截肢手术后的中午，
兖州恒信家电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磊仍然心有感慨，停顿一
下便转换话语，“出事后我就
哭过这一次，哭完心里就理顺
了，手术后第三天我就下地跑

了，也不觉得失去右臂是多大
伤。我妈说我没心，但我知道，
这叫乐观，总不能因为身体残
疾了，我就不活了。”

截肢前，赵磊在兖州有
着稳定的工作，每个月400元
的工资在 1 9 9 6年来看也是

“高薪”。在医院住了43天，赵
磊回家康复，开始努力适应
依靠左臂的生活。

“用左手吃饭，穿衣服，写

字，我一直坚持生活自理。”赵
磊说，康复初期，他情绪烦躁，
只要坐在桌前拿起笔用左手
写字，心情就能慢慢静了下
来。“半年的时间把字练好，我
也回到原单位工作。不能进车
间了，公司给我安排在岗楼看
料。一个人呆在岗楼里让我很
不习惯，这份工作也不能体现
我的价值。工作了一年，我就
辞职了，想换个环境去拼杀。”

面对困难，他勇往直前
辞职后，赵磊经营过出

租车，在食品企业工作过，却
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虽
然我失去了右臂，但是我觉
得一点都不妨碍工作和生
活，我还经常梦见回到车间，
用左手干活。”2002年，赵磊
带着3 . 7万元钱，买了辆二手
车，在兖州租了间小门店经
营空调销售和售后维修。

凭借着经营出租车时积
累的资源，赵磊每天骑着摩
托车去跑空调销售，并且很

快适应了市场环境。2004年，
生意已经有了起色，赵磊看
中了同样在快速起步期的格
力空调，希望代理格力空调
的销售。

“格力公司很快就有了
回应，公司很乐意有人代理
品牌，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
保证资金。而这恰恰是我当
时面对的难题。”赵磊是家里
的老大，弟弟还在上学，家里
生活并不宽裕。为了筹集资
金，赵磊和父亲商量着把老

家的房子卖掉。
“房子是我和我爸看着

盖起来的，虽然说要卖房子，
但我心里也没底，就想着赌
一把。我父亲很开明，支持我
干点事业，但我母亲很担心
我，卖房子的时候就哭了。”
房子卖了8 . 5万元，赵磊和妻
子也搬到了门店的二楼居
住。用心的经营让生意一点
点做大，赵磊经营起两个品
牌的空调，员工也增加到8

人。

希望做更多有益的事
每天中午，赵磊都会和

员工在店里吃饭。夏天安装
空调的客户多，员工们忙到
晚上10点，赵磊也在店里等
着，等员工回来后一起吃饭。

生意再忙再累，赵磊觉
得和员工一起喝喝啤酒、聊
聊天，回家睡一觉就好了。饭
桌上，赵磊不喜欢被人照顾，
更不喜欢别人帮他倒酒夹
菜。“我不喜欢别人把我看成
残疾人，在我心里也一样，虽

然我失去了右臂，但是我从
来不觉得自己是残疾人。尽
自己所能把事情做好，我觉
得这就够了。”

凭借着多年经营品牌积
累的客户和信誉，2011年，赵
磊参加济宁高新区黄屯金色
嘉苑采购工程时竞标成功，
顺利拿下2000多台空调的订
单。“我卖空调，不是这一次
就完了，我更重视售后服务。
如果有售后维修的活，我宁

愿先去售后再去送空调。”
创业11年，赵磊对未来事

业的扩展并没有太大野心，
“我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把
现在的事业经营好，为员工创
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这样我就
实现了我的价值。”赵磊希望，
在未来，他能够以一个普通
人、平常心的态度去做更多
事，更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我
是一名残疾人，但这并没有让
我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帮助支持残疾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本报记者 马辉 晋森

根据第二次
全国残疾人抽样
调查数据显示，
济宁现有残疾人
48 . 05万，占全市
总人口的5 . 92%，
人数庞大。然而，
如何保障这一群
体的合法权益？
如何建立残疾人
社会福利体系？
政府责任应怎样
落实？近日，济宁
举行残疾人事业
专题研讨班，邀
请专家学者共同
号脉济宁残疾人
事业。

“从大福利角度看，我
国的社会保障概念当属‘生
存性福利’，而非‘发展型福
利’或‘普惠型福利’。”周沛
表示，就残疾人保障而言，
由于多方面原因，还有为数
不少的残疾人很少或无法
享受到“生存性福利”。

周沛认为，残疾人社会
福利体系是一个从更为宏
观、更为广泛的角度，为残
疾人提供包括制度化与非
制度化、物质的和精神的、

现金的和服务的等多方面
福利的系统。

周沛建议，应完善城乡
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特殊
制度安排；残疾人专项生活
救助制度(教育、住房、医疗
救助 )；一户多残等特困家
庭的救助；通过制度建设，
形成残疾人生活保障稳定
改善的长效机制。同时，积
极完善贫困残疾人就医、就
学、就业和基本生活救助制
度。

在谈及如何实现残疾人
小康及收入倍增时，中国残
联研究室主任陈新民认为，
加快残疾人小康步伐缩小差
距，首先应千方百计促进残
疾人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

根据统计数据，全国水
平残疾人总体的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55%左右，且增幅落后于全国
水平。陈新民认为，应该着力
完善残疾人就业促进和就业
保护政策，同时，加强残疾人

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
其次，还应着力提高残疾人社
会保障水平，保障他们的基本
生活，应落实完善残疾人社会
保险补贴制度分类施保、分类
救助。

在济宁，20%的残疾人生
活在城镇，80%的残疾人居住
在农村。陈新民认为，应强化
扶贫开发，扶持农村残疾人
务农生产。在土地流转、农资
补贴、农机具购置等方面给
予优惠。

三年来，济宁市8万余名残
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1 . 4万名贫困重度残疾人享受
到每月 5 0元以上的生活补
贴……济宁通过实施白内障
无障碍复明手术、肢体残疾人
康复救助等康复系列工程，
4 . 5万残疾人得康复。同时，济
宁市残疾人保障实施办法将
于近期出台，将在康复和医
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多个方
面对残疾人权益进行保障。

一场车祸，夺走了他的左腿 截肢手术后，哭了一次

南京大学教授周沛：

不断完善救助制度
中国残联研究室主任陈新民：

授予鱼更应授予渔
相关链接>>

残疾人权益

将有更多保障


张
申
勇
介
绍
自
己
公
司
生
产
的
假
肢



赵
磊
在
给
员
工
们
开
会



	Ht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