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6日，五矿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到滨州市无棣县水湾镇
中学开展“亲情电教室”公益助
学活动。活动中，五矿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向水湾镇中学捐赠了
电脑、投影仪等电教设备和乒

乓球、篮球等体育器械，总价值
20余万元，给乡村的孩子们送
去了关爱和温暖。省委省直机
关工委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
刘杰参加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由省委省

直机关工委派驻水湾镇“第一
书记”工作组联系对接，是五矿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我省的第
一个捐赠助学项目。作为中国
五矿集团旗下专业信托金融机
构，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

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履
行社会责任，秉承着扶贫先扶
智的理念，持续关注贫困地区
教育事业发展。近年来，先后在
四川、青海、贵州等省份开展捐
资助学活动。 (本报记者)

企企业业公公益益助助学学
助助力力精精准准扶扶贫贫

文/片 本报记者 秦政

靠着“偷师”
学会了书法绘画

今年46岁的马良在13岁那
年由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上
了股骨头坏死，病情十分严重，
甚至连呼吸都有些困难，“坐都
不能坐，那时候我就像一根棍
一样，是直的，大夫都说这病治
不好。”马良说，由于家处农村，
家里条件并不好，为了给自己
治病，父母不仅花光了家中所
有的积蓄，更是欠下了很多外
债，后来终于凑够了3000元手
术费，给自己的其中一条腿做
了手术。“只能治得起一条腿，
太贵了，而且手术难度大，我当
时是枣庄市第二例做这个手术
的。”马良说。

1992年，手术后的马良开
始跟随姐姐一起从峄城区来到
市中区打工，卖青菜、做烧饼、
摆书摊他都曾尝试过，为的就
是能“混口饭吃”。“当时就想着
能学一门手艺就好了，后来在
公园门口摆书摊的时候，旁边
有个刻章的，我没事就过去

看。”马良说，为了能学一门手
艺，他开始跟着隔壁的邻居学
习刻章技术。“人家也不愿意教
我，所以我就偷学，自己琢磨，
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断
努力之下，马良用了4年的时间
学会了刻章，同时还学会了书
法、绘画、篆刻、装裱等技术，终
于有了一身的本事。“从1996年
开始，我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了，慢慢地就能自己挣钱花
了。”马良说。

有学员已自己开店
平均月入六千元

通过“偷师学艺”的马良学
了不少本事，为了证明残疾人
也能取得成功，马良开始参加
各种比赛，无论是省级比赛还
是国家级比赛，马良都有所斩
获，大小奖项拿过30余个。但是
拿了那么多奖的马良显得并不
开心，他说，“我就发现，在那么
多参加比赛的残疾人里，枣庄
的选手特别少，这就显现出我
们的残疾人文化事业还有待进
一步发展。”

为了发挥自己的特殊艺

术才能，马良注册了自己的文
化艺术公司，并在2016年创
立了残疾人文化从业创业示
范基地，为的就是教会更多的
残疾人生存技能，让更多的残
疾人投入枣庄残疾人文化事
业中。

马良介绍，目前共有15名
残疾人在基地学习，在周末他
会专门聘请两名老师上课，而
平时则是由自己辅导他们练
习。记者发现，这里的学员年龄
参差不齐，很多都是没有任何
基础的学员。马良说，这里的学
员所上的所有培训课程均是免
费的，中午还会提供一份免费
午餐。而这些费用，都来自马良
出售公司的作品和残联提供的
补贴。

在这些书画、篆刻等作品
中，销量最好的是工笔画，这也
是很多学员最想学习的技术。

“只有基本功打好了，才能学习
篆刻和工笔画。”马良介绍说，
目前市场上一幅尺寸为4开左
右的工笔画价格在三四百元。

“只要他们学成了，市场还是很
好的，现在有几个学员就学成
自己开店了，一个月平均收入
也在六千元左右。”

枣庄一残疾人自创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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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枣庄市市中区的残疾人从业创业文化基地正式启
用，首届残疾人工艺美术培训班也正式开班，这是枣庄市首家省级
残疾人文化从业创业示范基地。基地的创建者马良也是一名残疾
人，这里可以为残疾人免费进行书画篆刻、书画装裱、葫芦烙画、图
文设计制作等专业技术培训，创造出一条“培训+就业+创业”的路
子。

马良(左一)正在基地内为学员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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