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豆浆哥”用单腿诠释了坚强
小伙孙长城开创了自己的豆浆品牌，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残疾人
文/片 本报记者 于荣花 通讯员 郑颖 于春燕 李瑞平

本报5月19日讯 (记者 王
泽云 通讯员 李海涛) 17日
上午，滨州市慈善总等单位会
表彰了2012年度“滨州慈善奖”
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名单。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弘
扬慈善精神，培育慈善文化，激
发全社会支持和慈善事业的热
情，促进慈善事业又好又快发
展，经过企业 (单位 )和个人自
荐、社会各界推荐、评委会评议
和社会公示，滨州市慈善总会、
滨州市文明办、滨州市文广新
局等单位决定表彰2012年度“滨
州慈善奖”获得企业(单位)和个
人。其中，齐星集团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被评为“最具爱心企
业”，刘连民等 10名同志被评为

“最具爱心慈善开模”，康云等10

名 同 志 被 评 为“ 十 佳 慈 善 义
工”，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等 42家企业(单位)被评为“热
心慈善事业先进单位”，赵洪林
等 30 名同志被评为“热心慈善
事业先进个人”。

为表彰先进典型、弘扬慈
善文化，带动更多机关事业单
位参与单位捐款中来，滨州市
慈善总会决定，授予滨州医学
院附属医院、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市公路局、市油区办、市交
通运输局、市法院、市检察院、
市公安局、市国土资源局、武警
滨州市支队11个单位“2012年度

‘慈心一日捐’活动单位捐款贡
献奖”荣誉称号。会后，滨州市
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参加
了“慈心一日捐”活动。

10家企业被评为

“最具爱心企业”

本报5月19日讯 (记者 王
泽云 通讯员 李海涛) 5月1

日至7月31日全市开展以“与慈
善携手建爱心滨州”为主题的

“慈心一日捐”、认捐慈善专项基
金和设立村(居)慈善互助基金
活动。

捐赠形式有三种，一是参与
“慈心一日捐”捐款活动，每年选
择一天，以现金形式进行捐赠、
奉献爱心；二是认捐慈善专项基
金，2013年将继续在全市开展认
捐慈善专项基金活动，企事业单
位可以一次性认捐慈善基金
(200万元以上)，与慈善总会签订
捐赠协议(一般以5年为限)，基
金本金留在捐款企业运作，每年
6月份向慈善总会交付本金利息
(一般为年息5% )，用于慈善救
助。倡议滨州市2012年度纳税前
200名企业按规模设立2000万
元、1000万元、500万元、200万元
(200万元起 )的慈善专项基金。
2013年起，在全市开展认捐个人
(家庭)冠名慈善基金活动。个人
或家庭可以一次性认捐冠名慈
善基金(1万元以上)，与慈善总
会签订捐赠协议(一般以5年为
限)，每年交付基金总额的1/5 .捐
赠者可以用个人、家庭成员的姓
名或者捐助意向等给自己的基
金冠名，慈善总会根据捐赠者的
救助意向实施救助，并及时向捐
赠者反馈救助情况；三是设立村
(居)慈善互助基金，主要用于本
村(居)困难群众救助和开展村
级公益事业。

“慈心一日捐”活动动员部
署阶段为5月1日至17日，捐赠接
收阶段是5月17日至7月31日，善
款汇总公示阶段为8月1日至8月
15日。

5·1-7·31日全市开展

“慈心一日捐”活动

“豆浆哥”的感恩电话

5月1 6日，一位靠卖豆浆
为生的生意人孙长城想通过本
报感谢城管工作人员。因为城管
在集中清理渤海七路的商贩时，
对他特别照顾，还想为他寻找更
合适的售卖场地。原来，自今年
年初，市城管监察支队24名科级
干部对辖区内生活困难的管理
相对人进行结对帮扶，经过摸底
调查，确定了24名确有困难的帮
扶对象，孙长城就是被帮扶的人
之一。

城管为啥要对孙长城特别照
顾？他有啥难处？记者了解中得
知，这位叫孙长城的“豆浆哥”是
一位单腿残疾人，他和妻子靠卖
豆浆为生。但他的豆浆品牌“豆
禾”是自己的独创品牌，现在也已
经有了12家加盟商，他门下的徒
弟就有60多个。

21岁的他曾受致命打击

孙长城是1995级滨州农校(现
滨州职业学院)畜牧技术专业学
生，1998年5月，即将毕业的他却被
查出患上了骨肉瘤。“当时我被告
知这个病的死亡率是90%时，几乎
万念俱灰。”孙长城说，自此他和家
人被这个骨肉瘤蒙上了浓重的阴
影，那些年，家人也受这个病痛所
累，家徒四壁。

治疗期间，孙长城单腿被截
肢。“这个病有三个坎：3个月、1年、
3年、5年，5年之内不犯病，这个人
才有希望活下来。”当时出院回家
后，家中已经一无所有，“下雨了，
屋顶破损漏雨，能看得见阴暗的天
空。”孙长城觉得单腿残疾的自己
前途一片昏暗，且随时可能面临死
亡的严重威胁。

和妻子携手创业

“可是3年过去了，我的病情并
没有严重。”孙长城这时才意识到，
自己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应该出
去找点事情做。单腿的他先后去了
滨州开发区、北京等地方，后来又
到淄博张店工作，每个工作都游刃
有余，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
妻子。

“我们不可能一直这样为别人
打工，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之后
孙长城和妻子还一起开了炒鸡店，
效益还可以。后来，孙长城看到南
方一些关于豆浆机的新闻，开始和

妻子商议着要投资豆浆行业。
通过孙长城的努力，在获得了

某品牌豆浆机的代理权之后，他还
独创了一种豆浆配方。有了一些成
就感的他和妻子开始在街头推销
自己的“豆禾”豆浆。“获得了很好
的口碑。”孙长城的收入也比较可
观了。

当时的他已经成了村里的
“名人”，村人都认为一个残疾人
能有这么大的成就是一件了不起
的事情，也有村里人来跟他学习
豆浆制作方法。“现在无棣那边还
有一家我的加盟店呢！”孙长城告
诉记者，不仅无棣，现在他的加盟
商共有12家，光学生都有60多个
了。

“愿帮更多残疾人找到自信”

回顾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创业
经历，孙长城特别感激对他有过帮
助的人，他也迫切地想尽自己所
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残疾
人，“谁都无法预料不幸哪一天到
来，我能做的是把我的一些经历与
残疾人分享，鼓励他们凭自己的能
力去工作、去创业。”

孙长城说，如果有残疾人对豆
浆行业感兴趣，他可以尽力提供帮
助，一些豆浆制作秘方、机器等方面
的需求，他都可以提供免费或优惠
的支持。“愿帮更多残疾人找到创业
自信。”孙长城坦诚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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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1998年，21岁的开朗无棣
小伙孙长城被查出患有骨肉
瘤，手术后成了单腿残疾且随
时有生命危险，绝望的他曾一
度将自己封闭在家中。出院三
年后，他重新振作起来，先后
在滨州、北京、淄博等地方打
拼。如今，孙长城自己配方的

“豆禾”豆浆已经有了12个加盟
店，自己先后收了60多个徒弟。
众人眼中的不幸人，成了村里
的“名人”。

创业伊始

困难重重
张式猛 1988年出生于一个贫

困家庭，母亲是个盲人，上面两个
哥哥也是盲人，一家七口只有他父
亲视力正常，但他父亲从小体弱多
病，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目睹
了家庭的贫困，张式猛决心做一名
盲人按摩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
变一家人的生活。2007年，张式猛
进入滨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了
推拿按摩培训，毕业后，他在无棣
一家企业开始了推拿按摩的工作。

不满足于给人打工的生活，
2011年5月份，张式猛开始了自己
的创业梦想。找店面、装修、买物件
同步进行，短短十天时间，张式猛
的推拿店就开张了。创业伊始，张
式猛信心十足，但慢慢地，梦想与
现实的对碰又让他心灰意冷。

头一个月，每天仅有一两个客
人，这远不够各项开支。家人都在
老家，身边一个帮手都没有，日常
生活陷入困境。他不会做饭，每次
出去买饭甚至连门在哪都找不到。
张式猛当时有很强的挫败感，曾经
想过放弃，但是想到对家人、老师

的承诺，想到自己追求的梦想，便
坚持下来了。“健全人创业如果没
有充足的资金和人脉尚且困难重
重，更何况我们残疾人。”回忆起这
一艰辛历程，张式猛感慨万千。

趁着推拿店红火

想开连锁店
慢慢地，来他店里按摩的客人

多了起来，现在平均每天有二三十
个人。“做事先做人，我就是想凭着
自己的本事，踏踏实实地工作，诚
信待人。花言巧语不长久，金钱有
价，信誉无价。”有一次一位客人去
拔罐，张式猛劝他说，这样长了对
身体不好，到手的生意硬是让他给
否了，他觉得他做推拿是以客人解
决实际问题为主，昧心的钱他一分
都不要。正是凭着过硬的技术和正
直的人品，他的回头客越来越多，
生意越来越好。

张式猛说他是非常幸运的，因
为以前练过体育，而且还代表滨州
参加了两届残疾人运动会，并拿过
金牌。利用这个资金，他才有了开
店的第一桶金。春节后他在济南做
了一次考察，那里推拿师傅的技
术、服务和硬件设施让他又重燃梦
想，他计划开连锁店。“滨州盲人推
拿市场空间很大，现在市里大概有
30家左右，但是规模都不大。”开连
锁最重要的是人才，滨州市特殊教
育学校承诺，如果他扩大规模，会
优先向他输送毕业生。“这给我解
决了大难题了。而且，学校成立了

‘残疾毕业生创业基金，我与李孟
两个人成为第一批受助的学生。’”
张式猛对学校非常感激。

张式猛的推拿店现在干得红
红火火，但是他仍然感觉很孤独，
有时感觉自己就在原地打转，他说
自己很需要一个事业发展的引路
人。“比如开连锁店，我虽然有这个

想法，但是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
干，很多问题找不到可以倾诉的
人。”张式猛对此很是苦恼。他希望
社会能够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残疾
人，多一些对他们的关爱，多创建
一些适合他们的岗位，让他们有机
会展示自己。“我还想建立一个推
拿培训中心，免费让偏远地区的贫
困残疾人过来学习，并为他们提供
工作岗位。”张式猛说。

特校职业教育

一切为残疾人
滨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办公室

主任宋美介绍，学校现在共有针对
盲人的针灸推拿和针对聋哑人的
服装设计两个职业教育专业。2007
年设立的针灸推拿专业到目前为
止已有60余名学生就业，三届毕业
生均供不应求，10多名毕业生自己
开店当老板。“我们的学生就业情
况非常好，每到实习期，很多按摩

店都来要人，包括东营、淄博和莱
芜等地也有不少前来要人的。”

据宋美介绍，针灸推拿专业的
毕业生收入最少的也要2000元左
右，很多学生能够拿到四五千元。
在全国第23个助残日期间，为了给
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提供公开透
明的公益平台，滨州市特校专门成
立了“残疾毕业生创业基金”，资助
品学兼优的有志残疾毕业生进行
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另外，宋美还透露，特校的学
生，绝大多数来自贫困农村家庭，
所以学校对符合入学条件的省内
外残疾学生一律免费，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特别是针灸推拿专业被确
定为学校近期的办学重点之一。现
在，作为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的“特
校按摩”，以其专业优势逐渐成为
滨州按摩市场的知名品牌。随着特
校职业教育水平和知名度的不断
提升，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进入学校
就学。

做事先做人，昧心的钱一分都不赚
毕业于滨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张式猛3年间当了推拿店老板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树行 杨玉龙

5月19日是第23个全国助
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

“帮扶贫困残疾人”。众所周
知，残疾人就业是打开命运之
锁的钥匙，关乎一个家庭的幸
福，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支
持。2010年毕业于滨州市特殊
教育学校针灸推拿专业的张
式猛，短短3年间，他完成了从
自食其力到创业当老板的蜕
变。张式猛鼓励更多的残疾人
能够有一技之长，追求梦想、
实现自我。

张式猛正在给顾客按摩，他现在的生意非常好，一天能有二三十个
顾客，这让他有了开连锁店的念头。

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日为全国助残日，2013年5月19日就是第23个全国助残日了，今年助
残日的主题为“帮扶贫困残疾人”。扶残助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我们一起倡导并行动起
来！帮扶贫困残疾人，携手共建小康社会。残疾朋友们也要自信、自强、自立，我们一起奔赴更美
好的生活！聚焦滨州残疾人朋友，下文中两位坚强的小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孙长城在街头售卖“豆禾”豆浆。


	U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