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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材生突遭车祸
高位截瘫成“废人”

10月23日下午，44岁的孟
征正趴在床上用双臂支撑着高
位截瘫的身体接打电话。一张
床、一台电脑、一个鼠标、一个摄
像头、三四个手机，这就是他操
作电子商务的全部装备。“咱这
有大中小型的电力杆塔，运费您
放心。”不一会儿，孟征就连续接
到了来自河南、福建等诸多客商
的采购电话。放下电话，无暇喝
口水的孟征又起身前往残疾人
电商创业实训基地上课。

“孟老师人特别好，要不是
他 ，我 可 能 还 在 工 厂 缠 线
圈……”谈起孟征，20岁的许森
眼眶有些湿润。肢体残疾的他
去年从技校毕业，在一家工厂
缠线圈，一天五六十元钱的薪
水让他心满意足。孟征了解情
况后，邀请他参加残疾人电商
培训班，作为导师的孟征手把
手地教授知识。

从起初对电商不屑、参与
培训后三番两次逃课到成为一
名优秀的美工师，如今的许森
有了新追求，要开一间属于自
己的网店。

像许森这样在孟征的帮扶
下振作起来的人还有很多。而
之前，孟征也曾一蹶不振。

1997年，大学毕业的孟征成
为公路系统道路技术人员。事业
上升期的他，却在2001年因一场
车祸而高位截瘫。“当时天都塌
了！”孟征说，躺在病床上望着天
花板，仿佛一眼看到了头。孟征
万念俱灰，绝食寻短见。

坐着轮椅“三顾茅庐”
赚“新生”第一桶金

“我能养你小,就能照顾你
老。”那天，母亲看到从床上跌
落在地的孟征，流着泪说道。这
深深刺痛了孟征。“我不能就这
样消沉下去，不能让人看不起
我，身体倒下了，我还可以让自
己的思想站起来!”

为减轻家庭负担，孟征尝试
过写稿件、学漫画，还开过网吧，
但都因各种原因不了了之。一筹
莫展之际，他了解到济宁牛羊资
源丰富，但养殖的都是散户，没
有品牌、信息不通，销售仅限于
周边地区。孟征便盘算着能不能
开一家网店，帮养殖户从网上卖
活牛羊。他当即决定跟养殖基地
合作搞网上销售。

“那时没什么人会上网，农
村更不懂！”在嘉祥县黄垓乡,
看到这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跑
来洽谈业务，很多养殖户直摇

头，还有的直接把他当成骗子
赶走。多次遭拒后并没有消磨
他的斗志，孟征坐着轮椅颠簸
一百多公里，连续跑了三次，终
于打动了一位场长，答应与他
合作，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每
卖出一只羊只能提成5元,卖一
头牛提成10元。

孟征从养殖场回家后，便开
始制作网站，发布牛羊供求信
息。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
他接到了第一笔订单，一个河南
客商一下买了300只羊，他也由
此赚到了“新生”后的第一桶金

1500元。紧接着，来自全国各地
的咨询电话和客户越来越多。

了却农户烦心事
当起致富带头人

孟征的生意很快有了起
色，但靠种田养家的关广民却
在为儿子的婚事发愁。女方家

提出要三万元彩礼，可他家存
折里只有三千块钱。

关广民坦言，那时既没经
验，也不懂技术。而另一边，随
着客户的激增，孟征发现散户
的牛羊已不能满足需求。如果
把单一的养殖扩大成合作社，
让更多农户都参与进来，数量
多了，客户来了看到的东西也
多了，选择的余地也就大了。

于是，孟征将养殖技术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困境中的关广
民。关广民的牛羊养殖场开了
起来，不愁销路，钱包也鼓了。
孟征又主动联合其他养殖大
户，把养殖基地发展成大型专
业合作社基地，经营范围也从
牛羊扩大到了肉驴肉兔等。

一下子拥有了大量的固定
客源，周边2000多农户顺势加
入养殖队伍中来，数千人做起
了牛羊生意。到如今，在孟征带
动下，嘉祥县做牛羊养殖的农
户达数万人。

当讲师授人以渔
帮残疾人创业

“赚了钱就开始骄傲，只想
着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孟征坦
言，开始并没有把帮助别人放
在心上。后来济宁市残联理事
长张修占开导他，让他知道还
有很多跟他一样的残疾人无法
自食其力。“你成功了是你自己
的事情，但你是残疾人眼中的
榜样，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一席话语，让孟征心中十
分惭愧。第二天，他偷偷去了济
宁残联举办的电商培训班，看
到满屋子甚至比他残疾等级还
高的残疾同胞，孟征开始三天
两头去培训班。从最基础的作
图、编辑交流到搭建平台、搭建
店铺，孟征把经验转换成满满的
干货传授给更多的残疾人。时间
一长，孟征成为邹城市残疾人电
子商务培训班的义务讲师，并对
从事电商业务的残疾人进行手
把手指导。

如今的孟征已经不再单单
做网络销售活羊生意，他将目
光投在了山东省内技术成熟、
竞争较大的环保设备、电力杆
塔、建筑材料、农副产品等多个
领域。

靠靠双双臂臂锻锻造造传传奇奇
轮轮椅椅上上授授人人““秘秘籍籍””
孟征用“指尖就业”帮他人摘掉“穷帽子”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四年前还是贫困村
今成板栗示范基地

九山镇夏庄村位于弥河上
游，四周群山环绕，直到上世纪
70年代，这里的群众生活依然
很艰难。直到2014年，夏庄仍旧
是一个有着875户2700口人的省
定贫困村，但是现在这里成了
板栗示范基地。

当年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331户，如今只剩16户，村民董武
依靠种植板栗实现了脱贫。“今
年板栗收成好，合作社收购价
格也高，板栗卖了一万五六千
元。”能够实现脱贫致富，这还
得从夏庄东南方向15公里处的
淌水崖水库说起。

淌水崖水库位于九山镇南
端，再往南走就是沂蒙山区。原
来这里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用当
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七沟八岭
九座山，站在山上不见田。十年
就有九年旱，洪水灾害年年见。”

1973年1月，九山公社党委
拍板决定修建石砌大坝，这一干
就是五年多。九山镇党委书记贺
志健说：“在水库修建过程中孕
育形成的‘同心同德、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淌水崖

水库精神，已成为激励九山干部
群众干事创业不断前进的动
力。”

大坝修成后，万亩旱田变良
田。在淌水崖水库精神的感召
下，九山镇依靠丰富的自然资

源，大力发展农业，苹果、山楂、
葡萄、板栗等果品叫响了九山品
牌。

保护眼睛般保护山水
85后选择返乡创业

如果说淌水崖水库代表了
临朐人民改造自然的壮举，那么
像眼睛一样保护环境，则代表了
新时代临朐人对这种精神的另
一种传承。“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有了新的解释。

以临朐县九山镇为例，九山
镇整个镇域范围内森林覆盖率
达到78%，生态是九山最靓丽的
名片，也是九山最大的优势和宝
贵财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他
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生态，
推动生态农业、养生养老、森林
康养、乡村旅游等产业兴旺发
展，正是坚持生态优先让沉睡多
年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着眼于“新田园时代”背景，
柳山镇大力推行“农旅”发展新
模式，力图打造柳山国家农业公
园。这里不仅有美丽的万亩乡村

果蓏田园，还是农民生活的幸福
美满家园，又是城市居民的休闲
旅游乐园。

“村里创办剪纸合作社以
来，我们这些没事的村民可以来
这里学习剪纸。不耽误照顾家庭
和孩子，还能学到一门手艺，一
年下来还有额外的收入。”走进
冶源镇北杨善村，正在剪牡丹花
的村民郑立翠说。

更让老一辈筑坝工人欣慰
的是，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也正在
返乡创业，国鹏家庭的“农场主”
尹国鹏就是返乡大学生之一。

三十而立的尹国鹏在阿里
和惠普工作后，辞职回家当起农
民，从一个毫无经验的种植“菜
鸟”，成长为对农业得心应手的
快乐“农夫”。尹国鹏建立了自己
的电商销售平台，实现“互联网
＋传统农业”的真正结合，所有
产品全部线上销售，真正地打造
出了自己的品牌，极大提高了农
产品的附加值。

尹国鹏说：“既然返乡创业，
就必须以乡村振兴为己任，带领
乡亲们致富。”

省省定定贫贫困困村村成成了了板板栗栗示示范范基基地地
石砌大坝见证老区变化，临朐“淌水崖精神”有了新传承

从网上销售牛羊致富到涉猎环保设备、电力杆塔、农副产品；从心高气傲到主动帮扶农民、残疾人
同胞……在济宁邹城，经历不幸导致高位截瘫的孟征，仅用一双手臂“锻造”出网罗天下的电商传奇。
收获成功后，他又化身脱贫致富带头人，将“成功秘笈”毫无保留地传给更多人。

相较于大城市的摩天大楼，平地而起的淌水崖大坝或许更加
震撼。高峡出平湖，淌水崖大坝不仅带来了丰沛的水土，还孕育了
临朐淌水崖精神。在此精神感召下，革命老区的临朐再续写新篇，
美丽乡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非遗文化传承……近日，记者深入
临朐采访，见证了这里的新变化。

作为义务讲师，孟征对从事电商业务的残疾人进行手把手指导是常事。

扫码看孟征奋斗故事

临朐九山镇淌水崖“斜卧式浆砌石十连拱大坝”被专家誉为
“世界石砌连拱第一坝”。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扶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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