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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卖助力智残者

买一个篮筐，
给他们一份希望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记者 尹明亮) 在省
城济南，有一家名叫“我的兄弟姐妹爱心驿站”
的机构。 四十多名智力残疾的年轻人，在这里
努力用自己的双手编织着生活的希望。他们编
出一件件手工艺品，希望通过劳动赢重一份收
入和尊重。

“他们都想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证明自己的
价值。”爱心驿站站长王嵩介绍，爱心驿站不鼓
励社会向这些智力残疾者无偿捐赠钱物。这些
有残缺的年轻人在驿站学习编织手艺，由爱心
人士认购，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感受到自食其
力的那份自豪。

“虽然这些年轻人先天有智力残疾，但他们
待人热情，有些人在某些方面也有独特的能
力。”在教室的串珠展览柜前，白菜、小狗、海绵
宝宝、小汽车……各式各样的串珠手工艺品都
是出自这些残疾人的手。“有一些还是他们自己
设计的呢。”王嵩介绍起来很骄傲。

除了串珠，教室的展架上还有各式各样的
手工皂和篮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它们的制作
者们只知道不停地“工作”，而接下来的销售工
作，则全靠工作人员帮忙。有时他们会组织义
卖，那时会有很多热心的志愿者帮忙；有时会有
爱心人士登门参观，并随手买一些回去。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
关心，也渴望与社会交流。希望能有爱心人以合
适的方式帮助他们。”王嵩说，买一个爱心篮筐
就可以给他们一份支持，给他们一个称赞，他们
就会欢喜异常。

本报将与“我的兄弟姐妹爱心驿站”一起发
起爱心义卖行动，售卖这些残疾人制作的手工
作品，同时也欢迎爱心人士能抽出时间陪他们
做一次手工。如果您想参与活动，可拨打本报公
益热线96706126告诉我们，或关注本报公益山
东微信公众号(微信号：gongyisd)留言。

8日早晨7点半，21岁的小健从
位于济南市王舍人街道的家里出门
了。他坐上公交车，前往位于济南市
高新区的“我的兄弟姐妹爱心驿站”
上班。因为患有先天性智力残疾，虽
然已经21岁，小健的言行依然像个
孩子。到达爱心驿站时，还不到8点，
小健拿起了那个他已经编了几天的
筐子，用塑料线一点点地绕起来。

又有年轻人陆续到了，他们中
有男有女，脸上都带着笑容，高高兴
兴地来上班了。爱心驿站的工作人
员介绍，这里的年轻人有一个共性：

都有智力残疾。
“对这些智力残疾的年轻人来

说，最好的规划是希望他们能回归
社会。”“我的兄弟姐妹爱心驿站”站
长王嵩介绍，爱心驿站于2011年设
立，是济南市残联扶持的一个公益
性机构，驿站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工
疗”，恢复智力残疾人的社交和就业
能力。来这里的残疾人无需付费，就
餐培训费用全部来自济南市残联的
培训补贴。

据介绍，爱心驿站是济南市
唯一一所市级智力残疾人过渡性

就业示范点，这里接收的基本都
是三级、四级的智力残疾人。虽然
他们的智力水平与正常人有差
距，他们还具有一定的学习和交
流能力，在经过初期的家长接送
后，哪怕住得远，认路后的他们也
能独自来到驿站。“每个残疾人在
驿站都会轮流学习各种技能，但
即使学会了一技之长，几年来真
正独立能被社会企业接受的残疾
人依然不多。”王嵩介绍，让智力
残疾人找到一条谋生的道路，依
然需要社会更好地接纳他们。

学学编编塑塑料料筐筐，，用用了了一一年年时时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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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驿站里免费学习劳动技能

一个月只能编两三只筐

手里的筐子已经编了一半，不
过小健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编
的了。工作人员介绍，小健从2013年
开始在驿站上班，此前他一直在家
里闲着，由姥姥照看。

“我就喜欢来这里。”看着同伴
们陆续到来，小健向大家一一打招
呼，便又低头忙自己的活儿了。

“第一年来的时候，我就在中座
教室学习拧螺丝，第一个月挣了60

块钱，可恣了。”提起自己挣到的第
一笔钱，小健可高兴了。

不过，从最初学做中座，到后来

学习串珠子和布衣贴画……一圈学
下来，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十分简单
的技能，小健都没有学会。经老师反
复训练了一年多后，他终于学会了
编筐。“我终于可以工作了，和大家
一块干活，一起吃饭，很开心。”小健
这样跟记者说。在编织教室里，十几
名小伙子各自编着各自的，不时聊
着天，看到记者进来，他们会抬起头
喊一声“哥哥”，然后憨憨地笑一笑。

小健手中的筐子是大号的，定
价35元。如果这个筐子能卖出去，可
以得到35元，扣除材料费外的所有

收入都归小健所有。他一个月只能
编两到三个大筐子，算下来每月所
挣的钱并不多。虽然学了一年多，但
因 为 编 筐底的工艺稍微复杂一
些，小健一直没有学会，需要在别
人编完筐底和框架后，他再在上
边绕线。尽管编得认真，爱心驿站
的工作记录单上，小健编的筐子
是偏少的。“其实，他们每个人都
很认真，做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
也不厌烦，但相对于正常的人来
说，他们的进度还是偏慢的。”爱心
驿站工作人员说。

“我最喜欢参加义卖了，每次义
卖完了，发的钱也多一些。”小健说，
每次发的钱他都存钱盒子里。“我已
经攒了3000块钱了，我妈说，攒多了
以后要买房。”自己能挣钱了，他也
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有时候姥
姥给我些钱，让我出去玩。但是我
已经长大了，不能老花家里的钱
了。”小健很认真地说。

一条接一条地在筐面上绕着
线，小健的手艺挺熟练。他告诉记
者，以前总是把线绕错地方，为此他
练了又练，现在已经基本不再出错
了。周末又要义卖了，小健希望能把
这个筐子编完，有人把它买走。

8日当天，爱心驿站里来了一群

姐姐，她们是来陪着小健他们一起
编篮子的爱心志愿者。对于志愿者
的到来，小健已经习以为常，“经常
有人来帮助我们，我们最喜欢有
人来一起干活了。”

其实，很多爱心人士的到来，
不仅是为了帮助他们劳动，更是为
了买走他们的作品，让他们的劳
动价值得到承认。驿站目前有四
十几名像小健一样的残疾人，不
过他们能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非
常有限。

来和他们一起编筐子的姐姐
做得特别快，小健也想搭把手。姐
姐一边教他，一边夸他编得好，小
健脸上乐开了花。

“虽然有智力残疾，但他们也都
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鼓励。”
爱心驿站站长王嵩带领记者来到工
艺最简单的中座加工教室，十几名
小伙子一遍遍重复着拧螺丝的工
作。看到主任来了，他们骄傲地拿起
盒子，向站长炫耀一番自己的“作
品”。

在串珠教室里，22岁的林勇算
是明星学员。他从13岁开始学串珠，
现在的他是串珠教室里的“能手”，
谁不会他都乐于帮忙。

记者进门时，他正教着前来帮
忙的志愿者串一个小兔子。“他们就
像孩子一样，同样希望被需要、被认
可。”站长王嵩说。（小健为化名）

靠自己的双手挣到了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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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健在认真编着篮筐。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在济南市高新区，有一个叫做“我的兄弟姐妹爱心驿站”
的公益机构。一些智力残疾青年每天风雨无阻地来到这里，
免费学习串珠、编筐、拧螺丝这些基本技能。他们制作的作
品，常常通过义卖的形式，被爱心人士购买。编一个在平常人
看来简单的塑料篮筐，他们有的人要学一年时间。每个只能
卖35元钱的塑料筐，他们每人一个月也只能编出两三只。

小健和他的伙伴们编好待售的各式篮筐。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本报记者 尹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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