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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位残疾人合伙开店卖车
他们个个开有网店，销售能力都不赖

本报11月18日讯 (记者
马云云 ) 18日上午，省城二
环北路药山公园东侧，在噼
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家电
动车销售直营店正式开业。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门店，
它的组织者是一群残疾人。
他们大部分是肢体残疾，有
的甚至是重度残疾，但面对
记者的镜头，每个人的笑容
灿烂并真诚。

10点半，开业仪式还没开
始，组织者在门前招呼来往的
客人，他们有的拄着拐杖，有
的坐着轮椅，有的语言表达有
障碍，遇到新朋友及时交换名
片。这是一群做网上生意的残
疾人，销售的产品主要是适于
老年人和残疾人使用的代步
车，以及部分土特产和工艺
品。今天，他们合伙开的实体
店终于要开张了。得知是一群
残疾人，济南世纪星工贸有限
公司决定为他们提供所有车
型，并在资金等方面给予支
持。

“总共四五十人，来自农
村的占一多半。”组织者之一
齐乾坤说，这是大伙通过股份
制参与等方式做起来的门店，

总经理、销售经理、营销主管
等都是残疾人。

四年前，济南长清绿星
之家助残服务中心开始为农
村残障人士开设电子商务培
训班，齐乾坤的另一个身份
是该中心执行理事。他说，活
动让一批松散开店的残疾人
找到了组织。在虚拟世界，没
有人知道他们的特殊身份，
他们以此为生，因此视诚信
为根。

之后，中心成立了电子商
务互助社，在资金等多方面给
残疾人提供支持。大伙儿逐渐
从中收益，月收入从300元至
3000元不等。很多人可是网上
销售的能手，王传宝在网上主
要销售助力车，每个月最低收
入2000元，下一步，他打算拓
展业务，做村里的物流。

为给在家创业、就业的
残疾人电子商务工作者提供
便利，互助社成立了电动车
销售公司，推动网店和实体
店共同经营。11点多，开业仪
式刚结束，销售经理宋天慈
就卖了一辆车。为讨个好彩
头，他送给客人一个木制的
招财蛙。

本报11月18日讯 (记者
刘帅 ) 一女子在男友失踪
后，独自到济阳县的男友家产
下一名女婴。在女婴四个月时
女子深夜悄悄溜走。为照顾

“儿媳”和孙女，六旬残疾老汉
冯贵昌和老伴债台高筑。

济阳县孙耿镇高屯村老
汉冯贵昌告诉记者，2009年，
在山西大同煤矿打工的独生
子 冯 超 将 云 南 籍 女 友 张 丽
(音)带回济阳老家。老两口对
未来的儿媳感到很满意。

2010年3月份一天，张丽
突然从大同来到冯贵昌家中，
告诉老两口自己怀了冯超的
孩子，但已与冯超分手，冯超
也失踪不见了。与张丽商量
后，老两口非常想要冯超的孩
子。为照顾张丽做月子，老两
口到处借钱，还从镇上超市多
次赊账买些营养较高的食品。
张丽也像儿媳一般孝敬冯贵
昌与姜振翠夫妇。

2011年3月一天，产女四
个月后的张丽将女儿兰兰委

托婆婆公公照顾，自己却趁着
夜深人静，简单收拾衣服悄悄
溜出门走了。由于行动不便，
老两口也不识字，更不知道儿
子的任何地址信息，只能求助
公安机关。

11月18日，记者在冯贵昌
家看到，，其家中非常简陋，房
子里仅放有两张床和一个柜
子。客厅也没有像样的家具。

“房子是给儿子结婚用
的，儿子却失踪了。”冯贵昌告
诉记者，为了扶养孙女，家中
已经欠下4万元的债。“我身体
残疾，家里六七亩地都是侄子
和街坊们帮忙种和收的，一年
也只能挣个三四千元。都是街
坊们帮衬，我们光化肥钱就欠
着人家一万多元。”

姜振翠说：“我们老两口
倒是不怕什么，主要担心我们
孙女照顾不到，以后也无人照
顾。”她的一位邻居告诉记者，
邻村有人出6万元钱想收养兰
兰，但是老两口不肯，“毕竟是
自己的亲孙女嘛。”

男友失踪，她生下孩子也跑了 养育孙女，老两口欠债4万元

孩子的父母，你们在哪里？

本报11月18日讯(记者
王茂林) 只保风挡或车

窗玻璃单独破碎，作为附
加险种，不少车主认为玻
璃险很“鸡肋”。不过前几
天，市民吴先生的爱车后
挡意外破碎，由于没有投
保玻璃险，换玻璃的钱只
有自掏腰包了。

在很多车主看来，跟
盗抢险、车损险这些主要
的险种相比，玻璃险保费
通常不比盗抢险少多少，
而且玻璃险“只保玻璃单独
破碎”，赔偿条件有些“苛
刻”，是很“鸡肋”的附加险
险种。也有车主认为，如果
给车子投了车损险，一旦玻

璃与车身同时出现损坏，
视情况可走车损险理赔，这
样就更用不着玻璃险了。

一家财险公司车险部
资深人士介绍，玻璃险是
车辆损失险的附加险种，
保险责任范围与车损险并
不冲突。根据险种设置，玻
璃单独破碎险的保险责任
范围是“保险车辆风挡玻
璃或车窗玻璃的单独破
碎”，针对车辆的前后风挡
玻璃和车窗玻璃，如果车
辆只出现风挡或车窗玻璃
单独破碎，就不在车损险
的理赔范围。

不过，不在玻璃险赔
偿范围之内的情况确实比

较多。比如，根据玻璃单独
破碎险条款，被损坏玻璃
原有的贴膜、车辆上的有
效标识和附加设备是不赔
的，安装、维修、保养汽车
过程中造成的玻璃破碎损
失，保险公司也不负责赔
偿；车灯、天窗虽和“玻璃”
沾边，也不在保障范围。

保障范围窄，并且要
满足“单独破碎”条件，那
么玻璃单独破碎险就没有
必要投保了吗？记者了解
到，现实生活中，很多车主
会遭遇爱车风挡或车窗玻
璃单独破碎的情况，这时如
果没有投保玻璃险，换玻璃
的钱就只能自掏腰包。

免责一大堆，只赔玻璃单独碎

不少车主觉得玻璃险很“鸡肋”

本报11月18日讯(见习记
者 申慧凯 通讯员 赵煜)

“夫妻月票”、投假币这种坐
公交逃票的现象屡禁不止，公
交部门对此也很头疼。不过18
日，市民陈先生一封特殊的感
谢信让公交部门的工作人员
感到了一丝温暖。

17日上午8点左右，家住
槐荫区的陈先生准备乘坐76
路公交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会
议。在闫千户小区公交站上车
时，他的乘车卡显示余额不
足，更让陈先生尴尬的是，他
身上没带零钱。正当陈先生左
右为难时，女驾驶员芦宪敏让
他先上车，并告诉他下次乘车
时补交车费即可。

18日一大早，陈先生特地
将一封装有一元钱的特殊感
谢信送往76路车所在的济南
公交二公司六队，向驾驶员对
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一块钱
不多，但折射出的却是驾驶员
和乘客之间的信任，要是那些
逃票的市民像陈先生一样诚
信，那我们工作就轻松多了。”
76路车队工作人员吴华说。

没零钱被许坐公交

感谢信装着一元钱

销售经理宋天慈拄着双拐向客户介绍自己卖的车。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兰兰每次总走在爷爷前面。 本报记者 刘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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