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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残疾人张廷良靠修鞋维持生计，却不忘帮助贫困学生和其他残疾人

20年，他资助20多名贫困生
文/片 本报记者 梁斌 通讯员 张洪伟 刘谓磊

自幼患小儿麻痹症，下肢严
重萎缩，靠拿着小板凳一步步向
前挪动，巨野县陶庙镇张庄村52

岁的张廷良靠修鞋维持生活。为
了省钱，他甚至一天只吃两顿
饭。可就在这样的困境中，他免
费给敬老院老人补鞋，20多年来
还自掏腰包2万元资助20多名贫
困生。

一天只吃两顿饭
省钱资助贫困生

张廷良有个习惯，一天只吃两
顿饭——— 刚开始是因为家里穷，只
在早晚各吃一顿，省粮食。可当22

岁的张廷良学会修鞋手艺、能挣钱
养活自己时，仍坚持这一习惯，他
要靠省食节衣攒钱。

即便是仅剩的两顿饭，张廷
良对自己也很“抠门”：从年头到
年尾，他都是拿蒜瓣就馍凑合一
顿，平时几乎没有炒过菜。只在
过节时才包一些水饺、炒点菜。
张廷良打趣地说：“一年5斤豆油
就够了，每年镇里、县里送来的
豆油就吃不完。”

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吝
啬”的残疾人，对学生、对老人确
是不一般慷慨。在张庄村，提起
张廷良，村民们立马能想到，10年
前，他带头一次性捐款1000元为
镇中学修路。“这1000元可是他当
时的全部家当，而他一点也没犹
豫。”熟悉他的村民说。

对张廷良稍微熟悉的人还
会说，捐钱修路决不是他的一时
冲动。20多年来，他把节衣缩食剩
下的钱陆续拿出来资助镇中学
学生。

“力量有限，这么多年才拿

出2万多，不算啥。”提起对学生
的资助，张廷良谦虚地说，20多年
来陆陆续续拿了2万多给学生，
十块八块的、四五十的、二三百
的，都有。

“在学校补鞋过程中，了解
到哪个孩子家里不容易，就随手
掏给他，一直都是这样。”张廷良
所说的2万元并不包括平时管孩
子们吃饭的钱。

免费给老人补鞋
还教残疾人手艺

张廷良资助贫困生，其实有自
己的“私心”：他靠拄着板凳向前挪
动上完小学，本想继续读初中，可
距家5里地的初中对他犹如二万五
千里，张廷良只好辍学。

饱尝失学痛苦的张廷良在资
助学生中找到快乐。20年前，曾在
镇中学就读的苏九路以优异成绩
考上省城一名牌大学，可家里却凑
不齐学费。张廷良听说后，摇着三
轮车亲手把1000元现金送到苏九
路家中。张廷良感觉到，这一沓沓
靠修鞋换来的零钱，是在帮助苏九
路和他自己实现梦想。

除了资助学生，张廷良还在从
帮助老人和其他残疾人中感受幸
福。免费为镇敬老院的老人补鞋，
是他雷打不动的规矩。这个习惯从
他学会修鞋不久就开始了。

赶集修鞋之余，他隔三差五
到敬老院看看，拿着老人的鞋子
敲敲打打、缝缝补补，为老年人
安全、舒服地行走“保驾护航”。

“前两天，我还给他们送去两
桶洗涤液”。张廷良满脸自豪地说。
可谁又知道，两桶洗涤液价值仅30

元，而他一天修鞋挣得钱还不足20

元，但对张廷良来说，能够为他人
做点好事，是很欣慰的。

平时，他还常鼓励残疾人自
立自强。看孙庄村残疾人孙雨成
学手艺不上心，他忍不住打了他
的脸，打完失声痛哭。事后，他又
手把手地教他。现在，孙庄、曲庄
等村的10多位残疾人，在张廷良
的鼓励下走上自立之路。

梦想创办福利厂
帮助残疾人就业

就是这名 5 2岁的残疾人，
2007年摘取“巨野县文明之星”，

同年又获得“菏泽市十大助人为
乐道德模范”等一项项殊荣，今
年10月份被评为“巨野县十大慈
孝人物”。

鲜花与掌声背后，张廷良也
有无奈。7年前，经人介绍，他与
邻村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姑娘结
婚。婚后，生育一个健康女儿，现
在女儿6岁，很懂事，跟着姥姥生
活。而张廷良对女儿则感到愧
疚，“有了孩子就该替孩子着想，
给孩子留份钱。”

尽管生活更加不易，张廷良
却为自己树立了“三个不动摇”。
张廷良笑着解释，“勤俭节约不

动摇；做好事不动摇；创业理想
不动摇。”其中，前两个“不动摇”
张廷良一直在践行着，而创业的
理想却一再受挫。

张廷良解释，好几个项目都
是电话上说得好好的，他甚至联
系了几个残疾人，开着三轮车到
过济南、济宁、嘉祥，找投资商。
可一见人，人家就躲得远远的。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个残
疾人福利厂，比如鞋厂之类，以残
助残，既能解决残疾人的困难，还
能为政府分忧，为社会做点贡献。”
张廷良说，不管再难，他一定要坚
持到最后，把心愿了了。

巨野残疾人张廷良。

不曾孤单过，一声兄弟你会懂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贺

一年一度离别时，依依
难舍军旅情。

25日11时，在武警菏泽
支队教导队礼堂内，退伍官
兵端坐在会议室，支队对立
功、被评为优秀士兵以及优
秀退伍老兵进行表彰。政委
史正军对战士们临别赠言，
告诉他们要永葆军人本色，
菏泽支队永远是他们的家。

“前进、前进、前进，我们
的队伍向太阳……”最后，全
体官兵合唱了那首熟悉而又

神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歌》。中午在教导队食堂内，
老兵们吃了专门为他们包的
饺子，心里五味俱全。

13时，来到火车站候车
室，火车站广播上播报着：

“感谢你们为菏泽，为祖国所
做的一切……”老兵们做着
最后的惜别，几个好兄弟不
禁抱在一起痛哭，“你别这
样！你这样我也受不了！”老
兵一边自己擦着泪，一边狠
狠地拍拍这些“兄弟们”的脸

颊，时不时骂上一句：“真没
用，哭什么！”

14点07分，老兵们踏上
火车，一名班长用力拍打着
打不开的火车玻璃，对他的
战士大喊着，“回去以后，一
定要好好的！”玻璃那一边，
老兵和车窗外的班长用手机
诉说着最后的不舍。

“敬礼！”当火车启动那
一刻，武警菏泽支队领导与
指战员们向缓缓驶动的列
车，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

“兄弟，别哭”。

多吃一点。

一一位位班班长长用用力力拍拍打打着着车车窗窗，，对对里里面面的的老老兵兵喊喊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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