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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探索社会化助残新路径

有里子、有面子，他们过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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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增信心
帮残疾人回归社会

在鱼台县王庙镇的一处小卖
部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见
到了刘新利，进门时她正在聚精会
神地做着手中的活，灵巧的双手上
下翻飞，不一会一个草编的小花就
完成了。

刘新利双手的灵巧让人很难
想象她其实是高位截瘫、腰部以下

没有知觉的残疾人，只能依靠
轮椅活动。小时候的刘新利酷
爱武术，她本以为会在学武的
道路上走下去，但11岁那年的
车祸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
迹，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新利不
想见陌生人；随着年龄增长，婚
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对生活
感到心灰意冷。

“直到我们县残联开始运
动员选拔，她参加集训后才慢
慢地走出灰暗的生活，变得乐

观起来。”鱼台县残疾人联合会党
组书记、理事长王琦说，经过训练
后的刘新利，活动能力尤其是臂
力显著增强，原来一些需要人协
助的动作，她一个人就可以独立
完成了，这极大地增强了她的自
信心。在山东省残疾人运动会上，
刘新利拿下了轮椅佩剑、轮椅花
剑等项目的4枚金牌。

刘新利拿下冠军之际，正值
鱼台县杞柳、草编等手工艺品产
业发展壮大之时，县残联组织太

阳贸易开展草编工艺培训，对未
来充满憧憬的刘新利报名参加了
首期培训班。“针对像刘新利这样
不便外出的人士，公司也可以发
放原材料到他们家里，等他们制
作好后我们再统一上门回收。”太
阳贸易总经理张波告诉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太阳贸易为残
疾人量身定做工作岗位，根据残
疾人的自身情况，先后安置了数
十名残疾人就业，使他们实现了
脱贫致富。

政策带产业
就业岗位越来越多

“他是我们这里的老师傅了，
带出来了好多徒弟。”在鱼台县清
河镇欧文工贸的柳编工艺品生产
车间里，总经理赵宏奎指着正在
给杞柳条上钉的车厚伟说，车师
傅和她爱人都是欧文工贸的员
工，家住在厂区附近，来厂里上班
很方便。

大约20年前，车厚伟患上了
股骨头坏死，双腿逐渐失去了行
动能力，原来码头繁重的体力工
作就不再适合他，此时，赵宏奎的
杞柳工艺品事业也正在起步，机
缘巧合之下，赵宏奎结识了有些
失意的车厚伟，把他带上了杞柳
工艺品制作这条路。

2020年12月14日，省残联
印发《关于开展山东省残疾人

事业发展工作创新试点的通
知》(鲁残联函〔2020〕49号)，
明确鱼台县为全省“残疾人
文化创意产业纵深发展”项
目试点县，试点期限一年。在
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创建工
作中，鱼台县按照一镇一品
的原则，突出镇街特色，突出
鱼台特色，精心筛选，确定了
草编、纸质拉花、绾结葫芦、
梁宫砚、商都古陶等8个作为
该项工作的主导产业。车师
傅所从事的柳编正是这 8个
特色产业之一。

在政策的支持下，赵宏奎
和车厚伟携手推动欧文工贸
扶持残疾人就业，赵宏奎以企
业主管的身份对接政策，联系
政府接纳残障人士；车厚伟负
责技术层面，身体力行传授技
术。

目前，鱼台县太阳贸易有
限公司、鱼台欧文工贸有限公
司、鱼台赵银钢工艺葫芦有限
公司等 5个试点单位开展培
训，高效促进了残疾人的就业
质量，三年来鱼台县累计培训
1160人，新增就业490人。

鱼台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
乡”，近年来，以杞柳、草编为代表
的手工艺产业蓬勃发展，辐射带
动周边群众就业。鱼台县残联瞄
准手工艺品生产这种轻体力劳动
模式，针对农村和城镇不同类型、
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就业需求的
残疾人，开展“定向式”“定单式”
培训，使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
的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提高残
疾人的就业竞争力，逐步探索出
一条符合本地特色的社会化助残
新路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凯平

鱼台县残疾人代表讲述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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