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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有个热心残疾人王兴标———

“想教更多残疾人一份手艺”
文/图 本报记者 晋森

独臂播绿3000亩荒山

王德红和他的“花果山”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孙强

2000年春天，洪山村里公开
承包荒山，“我承包3000亩。”王德
红一开口就把大家吓了一跳。说
干就干，那时，他和妻子在山上
搭了个窝棚，把家搬到了山上。
几年下来，荒山上栽种的树苗长
成了大树。他们还盖了15间屋，
栽植杏、苹果、梨等果树2余万
棵。他注册了“洪山谷生态园”。

2006年7月的一个下午，刚下
过雨，在看树苗的途中，王德红
不慎跌入路旁深沟里，摔伤了左
臂，无奈截肢。受到这个打击后，
王德红看着这3000多亩桃树、杏
树，心都凉了，“算了吧，一个残
疾人还折腾什么啊”。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邹城当
地政府给了他很大的关怀和支
持，先后协调水利部门帮助修筑
了3个拦水坝，解决了水源问题，
协调林业站提供桃、李、杏、栗
子、核桃等树苗，镇林业技术人
员不辞辛苦经常到山上进行技
术指导。

王德红重拾信心后，创立了

“山上林果飘香，山中垂钓休闲、
山下特色养殖”立体经营模式，
大张旗鼓地发展生态林业，又先
后栽植桃、杏、梨、苹果、栗子、核
桃等果树7万余棵，各种用材树
28万余棵，使原来的秃头荒山森
林覆盖率达到95%。他同时利用
山坳、平地、林间地等区域，全部
发展特色农作物种植、特色养殖
等，先后开垦种植花生、地瓜等
农作物，为往日的荒山带来了良
好的生态环境。

“从失去胳膊的时候起，我
真正体会到了残疾人的生存艰
难。我要尽力带动残疾兄弟姐
妹，让他们也富起来，过上好日
子。” 为回报社会，在济宁、邹
城市残联的扶持下，他决定以洪
山生态园为基地，为有劳动能力
的残疾人提供就业平台，自2006

年以来，已先后与20名残疾人签
订了长期用工协议，解决了他们
的生活难题。2009年申报成立了

“洪山生态园残疾人就业扶贫基
地”。

一次触动改变人生

“我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废人一
样。” 思想的转折出现在1994年，
那一年兖州的报纸、电台经常传播
着一个残疾人在城里创办诊所，为
人们减轻病痛的事迹。这件事对王
兴标触动很大，于是他果断报考了
山东师范大学电子系函授班，两年
后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全部课程。

毕业后，他开始骑着自行车带
着工具走村串户搞起了家用电器维
修。但刚开始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一
个残疾人能不能修好电器？为了打
开局面，王兴标采取了“先修理后付
费”的办法，采取这个办法后，局面
很快打开。由于收费低、技术好，在
短短几年间就赢得了不少“铁杆
户”，以致在十里八乡谁家的家用电
器出了毛病，叫兴标来看看成了人
们的“口头禅”。

历经挫折不言放弃

经过近10年的滚爬摔打，王兴
标积累了一些资金，对于事业也有
了一些想法。2006年春节，他对父母
说想在兖州的大安镇山拖厂附近开
个电器修理店。

2007年10月份，王兴标的家电维
修部正式开业了。但任何一个理想
变成现实的过程，都注定要克服不
少困难甚至磨难。王兴标的父亲王
清态回忆起当时的困难来，还记忆
犹新。“一开始，来修家电的并不多，
过了两个多月还是这样，连房租费
都挣不出。”

“当时的确很难，但我不能轻言
放弃，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王兴
标说为了赢得客户，他又想起了老

办法，向客户做出了修后管用半年
才收维修费，且以后只要不换零部
件一直免费修的承诺。就这样一个
小小的举措，很快为王兴标赢得了
人气，赢得了市场，生意慢慢红火起
来。

2011年12月份，王兴标的事业又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兖州市残联
的帮助下，他筹资80多万元开办了
一个200多平方的海尔家电专卖店。
今年一季度，专卖店完成销售收入
40多万元，在海尔电器农村专卖店
中名列前茅。

如今，王兴标的事业越来越红
火，目前他正申办济宁市残疾人就
业扶贫基地，带动更多的残疾人发
家致富。“如今事业顺了，追求和想
法也更多了一些，我想带动更多像
我一样的残疾人致富，起码让他们
学会我的手艺。”王兴标认真的说。

王兴标平时也喜欢写些日记，
在日记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我生
活在世上不是没用的，只要我认真
地做好每一件事，事实就会证明我
存在的意义。

王兴标，兖州市新驿镇西东村人。7岁时，一向健康的他，
身体慢慢发生了病变，变成了人们常说的“罗锅”，自立自强的他
通过山东师范大学的函授班，学习掌握了维修电器的技术。如今
的王兴标不仅拥有了自己的电器维修店，还有了电器专卖店，并
将3名残疾人接到店里，教他们学会了修理电器的手艺。

王德红，邹城市香城镇王邱村人，2006年，因意外
摔伤左臂后截肢，但他凭借着一只胳膊，将家乡的3000
亩荒山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花果山”。如今，在他的“花
果山”内，一个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已经正式成立，王
德红也先后与20名残疾人签订了长期用工协议，解决
了他们的生活难题。

王兴标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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