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瘸瘸一一拐拐奔奔波波66天天无无功功而而返返
平阴残疾人邱胜的省城求职之路

14日，在跟随邱胜求职时，记
者的计步器记下了他在14日当天
所走的里程。走路一瘸一拐的邱
胜，在14日当天走了25000多步，
约12公里，“累得我腿肚子都疼。”
自认为身体泼辣的邱胜终于认
了回输。

16日，最后一场招聘会结束
后，邱胜告诉记者，明天就回平
阴。参加完3场招聘会后，认清现
状的邱胜，已没有了当初的兴奋
与活力，剩下的都是疲倦与无奈。

“要是能找到一份看仓库的
活就好了。”这是邱胜第一天来
济南找工作时的美好憧憬。他原
以为三场招聘会意味着很多很
多的机会，但现实却还是让他这
个小小的愿望落了空。

邱胜从12日下午来济南到17

日回家，一共呆了6天5夜，在这6

天5夜里，邱胜一共花了94元。
邱胜每日三餐都是最简单

的烧饼或者馒头咸菜。唯一奢侈
的一次是14日的午饭，他花了5块
钱吃了一碗拉面，并“狠下心”点
了一个两块钱的肉丸。除此之
外，他每顿饭的花销都控制在3—
5块钱之间。喝的则是免费自来
水、泉水，甚至是招聘会上别人
剩下的矿泉水。

如果邱胜在求职时不太走
运，那么他在住宿上则算是好
运。因为老天爷给了他几天的好
天气，让他能得以露宿。“没下雨
而且气温不低，比较幸运。”邱胜
说。他在济南的5夜里，一晚是好
心老板收留其过夜，一晚他睡在
千佛山附近的广场，剩下三晚他
则都“下榻”在泉城广场鸽子笼
附近的竹椅子上。至于洗刷，他
要么去黑虎泉用“清凉泉水”洗
洗脸，要么就去蹭路边公共厕所
的免费自来水。

生活再窘迫，邱胜也丝毫不
在意。“累了在哪都能睡着，我来
就是为了找工作。”风餐露宿对
他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

“这次开销最多的，就应该
是手机话费。”这次在短短6天里
就花了20块，这显然让月平均话
费仅5元的邱胜颇心疼，“不过没
办法，得打电话问人家 (用人单
位)啊。”邱胜说。

另外，邱胜的额外花销还有：
12日晚他在泉城广场“资助”了一
名流浪人员10元，其他之外邱胜
便没再花费多余的开支。“算上来
回的车费(济南—平阴)38元/次，我
一共花了不到200块钱。”邱胜说。

求职账单

6天5夜

仅花94元

5月18日是全国第24个助残日。助残日前夕，本报就跟踪采访了残疾人邱胜来济南找工作的艰难过程。
残疾人就业有难处，用人单位同样面临着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两难抉择。社会学专家虽然认为，帮助残疾人就业是企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最好形式，但无奈企业终归是重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济南市残联就业处处长李军认为，政府只有出台更更多的优惠
政策，才能根本改变千千万万个“邱胜”的工作现状。

在“全国助残日”期间，济南的3场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吸引了一位“疯狂”的求职者，从平阴赶来的邱胜：为赶招聘会，他提前一天来济南，露宿泉城广广场；
为找到一份心仪工作，他半天内一瘸一拐步行了12公里；为了在求职中少花钱，他6天里风餐露宿，仅仅花费94元。从13日到17日，记者追踪采访了邱胜求职
过程，面试了近10家公司，却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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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记者在济南市残
联举行的招聘会上遇到了邱
胜。他六岁在家后山上玩耍
时，不慎摔下成了残疾。“出
了事故后，我昏迷了8个月才
醒过来。”自此之后，邱胜便
落下残疾。残疾证上“残疾类
别”这一栏填着：肢体、视力
(低)；“残疾等级”一栏填着：
二级。

二级残疾的邱胜走路一
瘸一拐，他的左眼看东西总
是慢一拍，而且黯淡无光。为
了参加这次招聘会，他专门
提前一天从平阴来到济南，

担心找不到路，刚来济南就
去老东门探了探路。

来济南，邱胜并没有找
旅馆住宿，而是“下榻”在了
泉城广场的一张竹椅子上。
初来济南，心里小激动的他
睡得并不是太好。就要找工
作了，心里有些兴奋。当晚，
邱胜遇到了一位流浪汉。邱
胜将包里的干粮都给了他，
而且还给了他10块钱。这10
块钱，是他一天的饭钱。

邱胜爱自称“国企退休
大工人”，说这个词时，他嗓
门总会不自觉提高分贝，黯

淡无光的左眼也有了光彩。
2008年，“国企退休大工

人”从平阴县国棉七厂病退。
从2008年到今年的6年时间，
邱胜干过不下15种工作。他
当过保安、长途货车押货员，
做过园林绿化、老年公寓看
护员，还推销过牙签、帮朋友
养过狐狸。

“都是短期的，没有一
个工作干得住。”邱胜说。而
这次来济南，自信满满的邱
胜想借专场招聘会这个机
遇 ，找 一 份 能 干 得 住 的 工
作。

自立自强的邱胜，时刻
关注着残联公布的信息活
动。“我经常给残联打电话，
专场招聘会我四天前就听说
了。”虽然各级残联都会不定
时地公布残疾人招聘信息，
但在邱胜看来，这3场专场招
聘会从数量、规模上来看，都
值得他大老远地跑一趟。“残
疾人招聘会很少举办，我得
抓住这个机会。”

在招聘会现场，饿虎扑
食似找工作的邱胜，几乎将
所有用人单位都问了一遍。

“我叫邱胜，能干点体力活，
智力正常，能适合这个工作
吗？”每经过一个用人单位招
聘场，邱胜都会如是说。说这
些时，他丝毫没有自卑、怯
场，“大大方方地能给他们
(用人单位)留个好印象。”邱
胜说。

13日的专场招聘会，他
拿到了8张用人单位的名片。
不过他也坦言，虽然招聘会

现场来了几十家用人单位，
但自己适合的岗位却寥寥无
几。“很多工作都要求有工作
经验、精通电脑。这些我都不
合适。”

邱胜告诉记者，13日的招
聘会，只是他的第一战，他还
要继续参加下两场招聘会。

“这都是机会，不能放过。”上
午11点招聘会刚结束，邱胜便
开始计划去下一站应聘。“先
从薪水高的单位应聘。”

当天下午，邱胜便赶去
天桥区的一家义齿加工厂应
聘。老板把他带到了义齿加
工生产线上，简单介绍了工
种及工作流程。看完生产线
之后，脑袋灵活的邱胜对这
份工作有了六七成把握。“刷
釉瓷的活儿我能干。”邱胜
说。不过，有几道工序环节需
要双手操作，也确实把他难
为住了。

邱胜的左手从小便发育
不正常，医生诊断为骨质疏

松。“这只手，提不了重物，干
不了巧活。只能装装样子。”邱
胜打趣道。但他右手却“非比
寻常”，有近5厘米厚，这是他
为了锻炼右手的力量，自学铁
砂掌的成果。“练了20多年了。
拍断一块砖头没问题。”

义齿加工厂老板得知邱
胜当晚还要露宿街头时，便
在厂职工宿舍为他安排了一
个床位。得知不用再露宿街
头，邱胜颇欣慰，他也能趁此
多“考察”一下义齿加工厂的
工作环境。

晚上，邱胜接到平阴老
家70多岁老母的电话，询问
其工作找得怎么样，什么时
候能回家。邱胜把当天在济
南的情况以及自己找工作的
计划，简单跟母亲说了一下，
并告诉母亲，在济南还得多
呆几天。“我妈不放心我啊。”
一谈到自己的母亲，习惯四
海为家的邱胜，总会沉默地
低下头。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露宿泉城广场，分给流浪汉食物

“连开3场招聘会，我得抓住这机会”

14日，邱胜打算应聘完8家单
位。这8家单位零零散散地分布在
历下区与天桥区的大街小巷。

根据此前计划好的面试路线，
14日早8点，邱胜首先来到泉城广
场。这附近有两家招聘单位，一家
是某保洁公司，一家是某饭店。

在去泉城广场的路上，邱胜接
到保洁公司的电话。电话那边告诉
邱胜，岗位已经有人选了。而饭店
洗碗工的工作，虽然工作时间比义
齿加工厂要灵活，但“不包住”是最
大的软肋。人生地不熟加上走路一
瘸一拐，应聘这份工作花去了他一
上午的时间。

中午12点半，邱胜比较了余下
的五家公司后，决定去面试某珠宝
加工厂与某物业保安公司。虽自我
感觉可能性很大，但珠宝加工厂老
板见到他的左手，便直接拒绝了
他。“你左手的情况不适合干首饰
加工。”老板直截了当地说。

还来不及灰心丧气，邱胜又赶去

东仓。在那里有一个物业保安的活儿
在等着他。“我在厂里时(国棉七厂)，
干过这些活。70%能成。”下午四点，来
到东仓。“一个月1100，不包吃住。你
能来吗？”面试邱胜的物业经理说。而
这薪水远远低于邱胜的预期，“在济
南找份工作怎么这么难？”屡屡失利

的邱胜开始有些动摇，不过他对后
两场招聘会仍充满期待。

此后，记者跟踪采访了邱胜参
加15日英雄山广场招聘会与16日

“五一”广场招聘会的求职过程。
在英雄山广场的招聘会上，邱

胜拿到了两家用人单位的招聘启
事，但通过电话询问，得知两家单
位都不提供住宿，邱胜只好放弃。
而在最后一场招聘会上，由于没有
合适自己的工作机会，“慌不择路”
的邱胜竟咨询会场上的某体育学校

“是否能从事体育竞技”，全然忘了
自己42岁的“高龄”与左边肢体不
灵活的现实。

连跑三场招聘会

最后无功而返

奔波几日无功而返，在全部求职材料与家当面前，邱胜显得疲惫不堪。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摄

邱胜查看公交路线。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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