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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咱……咱……们
的羊该剃……毛了，辛
苦大家忙活一下。”在济
宁安居街道白咀村，高
位截瘫说话都不利索的
刘宁半躺在轮椅上，在
自家的养殖场里指挥
着。身为一名残疾人，51
岁的他21年间经历了几
番起伏。如今，在收获事
业成功果实后，他又化
身为脱贫致富带头人，
带领15名身残志坚的伙
伴走上了共同致富的道
路。

“励志哥”刘宁几经起伏，化身脱贫致富带头人

脑脑子子很很灵灵光光，，一一般般事事难难不不住住他他
文/图 本报记者 马云雪 通讯员 王勤

夫妻双双下岗，他身残志坚

14日早晨的天格外蓝，

沿着一条纵横交错的乡间小
路，车最终停在了一处不起
眼的小院门口。此刻歪坐在
轮椅上的刘宁正和五六个残
疾伙伴在太阳下商讨养殖场
今后的走向。

“别看他说话不利索，脑
子可灵光得很，很多咱健全
人都做不到的事，没能难住
他。”济宁市任城区残联宣文
部主任魏静说，与普通人相
比，刘宁创业经历了常人无
法想象的苦难。自小因脑膜
炎成为残疾人的刘宁曾在印

刷厂工作，可是1994年那年
他和妻子两人先后下了岗。
本以为今后要靠打零工为生
的他，因一件小事改变了人
生轨迹。

那是一个酷热的傍晚，4
岁的儿子看到小卖铺里很多
家长在给孩子买两毛钱一支
的冰棍，也拉着刘宁去买。

“咱没钱啊，在小卖铺门口一
直掏不出来钱，儿子就在众
人面前大声哭闹。”他说，当
时自己一怒之下打了儿子一
巴掌。“我虽是残疾人，咱就
算累死也不能让孩子受一点

罪。”刘宁告诉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虽然那巴掌打
在了孩子身上，可他心里异
常难受，当晚回家的路上就
拉着孩子大哭了一场。也是
从那时他起立下了一定要干
一番事业的志向。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决定和因工伤致残的同事
郑同进一起养鸡。“上世纪90
年代能吃顿鸡跟过年似的，
那时鸡蛋也稀罕。”刘宁说，
那时一想到每天不仅能吃上
鸡肉和鸡蛋，还能赚钱，心里
就特别的高兴。

初次创业失败，他重头再来

坐在轮椅上的刘宁也能带大伙致富。

点子有了，但资金、养殖
地点、技术却没着落。为给孩
子争口气，刘宁一瘸一拐挨
家挨户去借钱，最终筹到了
240元钱。“那时候一个月工资
也就30多元钱，240元拿到手
上心里都发虚。”刘宁说，后来
他走街串巷去农户家回收了
400只小鸡苗，又租了块地，再
从新华书店买了本养殖的
书，养殖场就算开起来了。

“咱单纯啊，就学着农村
养鸡的土办法，在菜市场拣
些菜叶子、玉米叶喂喂，可谁

知……”刘宁叹了口气说，那
是个寒冷的冬天，鸡苗在低
于38℃以下的温度就会死亡，
可当时他并不知道。一夜之
间，400只鸡苗死的只剩40只。

生意失败了，外面的风
言风语与妻子的反对让刘宁
几乎崩溃。在妻子眼中，身体
不好的刘宁下岗后就该好好
养病。她在外面搬砖赚钱，一
家人平平淡淡就好，可他不
这么认为。

“老话说娶妻娶妻，管饭
穿衣，男的养不起孩子老婆

就是废物，别人越反对我，我
就偏干。”狠了狠心的刘宁决
定再赌最后一把。本着不成
功便成仁的念头，他向亲戚
借了5000块钱。有了上次的
教训，他专程去大型养鸡场
学习。回来后就给小鸡做了
取暖的炕，没日没夜地烧火，
就这样，小鸡全活了。

成功后的刘宁决定扩
大养殖规模，最终成为了旁
人羡煞的万元户，此时的刘
宁对生活也有了更高的向
往。

富裕后人膨胀，车祸来临再陷危机

重振旗鼓再战，为残疾人提供岗位

腰包鼓了，刘宁也变得
有些膨胀。2002年，拿着大

哥大的他经常四处喝酒谈
生意，饭桌上也喜欢吹嘘自

己的创业经历。刘宁说，当
时近两万块一辆的摩托车，

为了重新担起照顾这

个家的重任，车祸后的他忍

着剧痛参加康复训练。无法

吐字的他为了让自己恢复

语言功能，硬是拿出一把筷

子放在嘴里练习说话。就这

样坚持了4年，他终于重新

学会了说话和站立。但事与

愿违，一直未扩大规模的养

殖场却在激烈地竞争下，陷

入破产危机。

“他倒了，我们的主心

骨就没了。”一直跟随刘宁

创业的张光成说，当时而养

殖场是继续经营发展还是

散伙，愁坏了不少人。为了

保住大伙的饭碗，刚恢复不

久的刘宁就背着员工赶去

外地考察项目。更出人意料

的是，回来后的他竟一下就

把养殖场盘活了。

经历过2008年的禽流

感后，从养鸡、养鸽子到最

后的养羊的发展转变。刘宁

凭着超人的意志和灵活的

头脑，于2015年年初，带领

15名残疾工人开办了拥有

近600头羊的养殖场。同时，

他还在嘉祥最大的活羊市

场拥有门店，老家还有15亩
饲料田地。此外，他还在任

城区残联帮助下开设了残

疾人俱乐部，定期接受来自

社会各界的残疾人，帮助他

们一步步脱贫。

如今残疾人俱乐部已

走过12个年头。“每周三、

五、七我就去俱乐部跟残疾

同伴们聊聊天。”刘宁说，残

疾人大多敏感自卑，有了这

个俱乐部，大伙一起疏导情

绪非常开心。要是遇到家庭

特别困难的同伴，他还会为

其提供工作岗位。

他一高兴买了三辆，谁知厄
运竟由此而来。

“那晚跟批发商谈生
意，从中午12点喝到晚上9
点半，只记得两斤白酒下
肚，整个人晕乎乎。”他回忆
说，当时见路上没车，便加
快油门往家赶。当骑到一个
十字路口时，车灯一晃，摩
托车便顺势冲了出去。昏迷
两天后，刘宁醒来后发现，
自己全身多处骨折，颈椎也
全碎了。“做完手术，北京的

专家说我是高位截瘫，下半
身以后再也没法活动了。”
他说，当时万念俱灰的自己
躺在病床上小半年都不言
不语。

“如果继续看病康复，家
里承担不起，还不如直接去
死。”刘宁哽咽着说，自己最
消沉时，甚至都有过轻生的
念头。可看到13岁的儿子每
天端茶喂药无微不至的照顾
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感
又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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