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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贝姑娘”为残疾朋友吹响“海的声音”
她说，“要勇敢走出家门，凭借自身努力去养活自己”

李苗 徐宁 日照报道

连做三次手术都失败
感觉自己成了家庭负累

1989年出生的刘晓丽，在不
满一周岁时患上了小儿麻痹后遗
症。此后，家里为了能让她恢复健
康，先后带她做了三次大手术，结
果都以失败告终。刘晓丽每次手
术清醒后，问的第一句话总是，

“我能走路了吗？”父母总会想尽
办法安慰她，可随着时间推移，她
渐渐明白，那只是善意的谎言。

初二那年，刘晓丽无奈休学，
这一休就是三年，从此告别了校
园生活。那段日子里，她整天躺在
床上，生活需要他人照料，她觉得
自己仿佛成了家庭的负担，甚至
是累赘，内心满是苦涩。“那时候，
我所有的时间都躺在自己屋里，
关着门窗，拉着窗帘，没有时间的
观念，整天浑浑噩噩。”

电脑为她打开全新窗口
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

在刘晓丽的人生历程中，一
台电脑成为她人生中重要的转折
点。2003年，家人为了能让她打开
心扉、接触外界，东拼西凑买了一
台电脑。

电脑仿佛为刘晓丽打开了一
扇认识外界的全新窗口。曾经的
她性格内向，见人基本不说话，最
多只是笑笑，可自从学会打字，有
了QQ号，能在网上和大家聊天
后，她的性格有了很大转变。

在网络的世界里，她结识了
一位来自山西的残疾朋友。这位
朋友告诉她，残疾人同样可以工

作，还可以通过网络赚钱。在朋友
启发下，刘晓丽找到了自己的第
一份工作，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
的收入，这对当时的她来说，无疑
是一个巨大惊喜，“对我来说，从
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后来，残联工作人员也联系
上了刘晓丽，邀请她参加计算机比
赛以及一些培训活动。凭借自己的

努力和对电脑知识的掌握，刘晓丽
在一场计算机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我觉得自己又找回了自信”。

开起“海贝姑娘”小店
鼓励更多残疾人“站起来”

2008年，她有了自己第一份
正式工作——— 成为一名医学类媒
体的编辑，这一干就是十五六年。

工作过程中，刘晓丽为了弥补
学业上的遗憾，选择自学考上大
学。对于初二就休学的她，很多知
识都遗忘了。面对大学课程，起初
根本看不懂，但她并没有气馁，靠
着韧劲弥补了遗憾。“我从不满足
于现状，就一直学习、不断尝试。”

2021年，刘晓丽深知残疾朋友
被困在一方小天地里的无奈与渴
望，常常安慰他们，心情不好时，可
以去海边转转。可现实是他们难以
走出家门，根本见不到大海。

刘晓丽就琢磨，怎样才能让
这些朋友也身临其境感受大海的
美好。她再次有了创业的想法，最
终选择带领一批残疾朋友在海洋
工艺品领域，开起名为“海贝姑
娘”的店铺，专注做起海螺等海洋
工艺品生意。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走进刘晓丽所经营的店铺，看
到店内工作人员正在热情地向顾
客介绍海螺等商品。李金颖是店

里众多残疾员工中的一员。
李金颖此前曾在一家服装厂

工作，然而那份工作不仅劳累，工
资还十分微薄，她实在难以坚持
下去，最终选择了离职。直到来到
刘晓丽的店里工作，情况才有了
改观。在这里，她跟着刘晓丽学到
很多东西，内心充满成就感，而且
收入也比较可观，旺季时月收入
能达到5000元左右。

刘晓丽介绍说，当下店铺正处
于淡季，客流量不多，所以基本
上只有周六周日会有一两个人
过来帮忙。而在夏天旺季的时
候，店里会有12名残疾人员工，
不过通常是两三人在店内负责
售卖商品，其余人则在家里制
作海洋手工产品，分工协作，共
同维持店铺运营。

“我认识晓丽老师十年了，她
是我的老师，感觉她特别开朗、乐
观。”员工费兆雪表示，刘晓丽身上
的能量带动着她，让她知道残疾人
也可以学一些东西，在社会上实现
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能量。

刘晓丽表示，或许很多健全
人轻而易举能得到的东西，残疾
人就要付出更多努力。所以期望
有更多残疾朋友能像自己一样，
勇敢地走出家门，不要因为身体
等原因，就觉得自己是家庭的负
担，要先学会看得起自己，凭借自
身努力去养活自己。

李苗 徐宁 日照报道

她让残疾孩子
有了温暖的家

1970年冬，辛兴芬在集市上
遇到一群因偷包子遭殴打的聋哑
孩子，赶忙救下了他们，并带回了
家。12个聋哑孩子像是找到了依
靠，在辛兴芬家一住就是15年。直
至1985年，当地开设聋哑学校才
去上学。

1993年，辛兴芬调入莒县
水利局工作，恰逢企业改制，她
临危受命，接手了一个濒临倒
闭的服装加工厂。厂里共12名
工人，其中6名残疾人，6台破旧
机器，这便是她接手时全部的

“家当”。
“本来我不想接手，可一想到

家里还有十几个孩子要养活，我
就接下了这个厂子。”辛兴芬接
手厂子后，困难接踵而至。机器
数量不够，她就自己凑钱购买；
厂里没活干，她上青岛、下烟台，
四处奔波找客户；资金短缺时，她
又跑银行、找亲戚，想尽办法筹借
资金。

靠着满腔热情和坚韧不拔

的精神，她将工厂的规模逐步
扩大，也为越来越多的残疾人
提供了就业机会。如今，这家工
厂有289名职工，其中残疾人多
达237名。

平日里，辛兴芬在车间忙碌，

耐心指导工人技术，常带温暖笑
容，还会竖起大拇指鼓励残疾职
工。不仅如此，她还为残疾职工办
理社会保险，帮适龄职工牵线搭
桥找对象，甚至拿出工资修缮平
房，让他们结婚生子，“有39个员

工在这里结婚生子，其中好多是
孤儿，我就帮他们照顾月子。”

“我们这里的孩子，很多都考
上了大学，其中有十几个还考上
了985和211高校。”提起孩子们，
辛兴芬满脸自豪。

工人们有的亲切地称她“辛
大姐”，有的则喊她“辛妈妈”，孩
子们更是甜甜地喊她“辛奶奶”。
辛兴芬感慨，照顾这些残疾人生
活的方方面面，是她的责任，凡事
都亲力亲为。

脚步不能停
也停不下

2006年，辛兴芬准备退休之
际，不少残疾孩子的家长得知这
个消息，纷纷跑到她所住的楼下，
不让她退休，表示“您到哪儿，我
们就跟到哪儿”。辛兴芬本就不舍
得这些孩子，便毅然放弃退休计
划，重组莒县福利服装厂。

如今服装厂占地16亩，工厂
区域面积2600平方米，当初那群
残疾孩子也跟了过来。“我就盼着
这些残疾孩子有饭吃，有个家，我
就心满意足了。”

在日常相处中，辛兴芬留意
到，很多残疾孩子由于年纪尚小，

可能学不会或者不太愿学习诸如
修缝纫机、剪线头这类工作。于
是，她设立了绘画和剪纸工作室，
让他们在闲暇之余能到这里学
习，锻炼自身能力。

“我们感谢辛大姐，刚开始只
想让孩子来有个活儿做。”残疾孩
子王昊的家长说，辛兴芬发现王
昊有着画画的天赋，便专门为他
腾出一块地方供他作画，如今王
昊已经能在自己热爱的绘画领域
有所建树。

2020年，工作室所在的这栋
楼，经由莒县残疾人安康中心申
请政府拨款，并汇聚爱心企业的
捐款后建成并交付使用。如今，楼
上住着福利服装厂的67户残疾职
工，这也圆了他们期盼已久的楼
房梦。

“安康中心让这些残疾人住
上了楼房，他们高兴，他们的父母
高兴，我也打心底里高兴啊。”辛
兴芬说，“我虽然年纪大了，可现
在还不能停下，也根本停不下
来。这些残疾人还要生活，他们
背后可是200多个家庭呢，所以
我必须坚持干下去，等这些残
疾职工都能拿到退休金，有了
稳定的生活保障之后，我才能
安心退休啊。”

12月3日是第33个国际残疾人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增强残疾人领导力，共创包容且可持续的未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
们关注残疾人士所面临的挑战，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平等和尊重的社会环境，携手努力，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无障碍碍、充满爱与关
怀的世界。残疾绝非阻碍，只要心怀勇气与坚毅，同样能绽放光彩、实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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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名残疾员工和他们的“辛妈妈”
辛兴芬说，“我就盼着这些孩子有个温暖的家”

在日照东夷小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见到一个别具特色
的小店——— 海贝姑娘。小店前，有位特殊的姑娘静静坐在门口，伴
随着身后贝壳风铃奏响的清脆旋律，静静享受着冬日暖阳，她就是
给残疾朋友送去“海洋”的“海贝姑娘”——— 刘晓丽。

在日照莒县一个服装厂里，机器在嗡嗡嗡运行，一群工人正在
忙碌地工作：接单、裁剪、缝制、成衣熨烫、包装、入库……这些操作
工都是残疾人。厂长辛兴芬退休后组建的这个福利服装厂，“就是
残疾员工的家”。

■关注第33个国际残疾人日

刘晓丽在用电脑为自己的小店做海报。(受访者供图)

辛兴芬（右）正在指导工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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