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民县农民刘兆朋木工手艺了不得

照顾病妻15年，获三项专利
面对企业的买断不动心，想用专利为民谋福利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卫建 刘涛 见习记者 谭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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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木工活不用教一看便会

虽然家境称不上富裕，但有一
件事让刘兆朋颇为自豪：家里的全
部门窗和部分家具都是他自己制
作的。虽然60岁的年龄称不上太大，
但刘兆朋学做木工已有45年时间。

用刘兆朋自己的话说：“我做
木工有种与生俱来的天赋。”15岁那
年，他开始跟随别人学做木工。一
次，一位乡亲要做门窗，就请了一
位老木工师傅到家中制作安装，刘
兆朋与另一位学徒则在现场当帮
手。但一开工，之前从没制作过任
何家具的刘兆朋却成了三人中的
主角，从门的制作到安装，由他统
一调配，老木工师傅和另一名学徒
则成了他的帮手。等活干完后，让
在场的老木工佩服不已。

刘兆朋从年轻时就爱钻研，身
为农民的他，经常做一些农业工具，
不仅实用，还非常方便。1985年那年
春天，村里种棉花开始推广塑料薄
膜覆盖技术，当时还没有现在的薄
膜覆盖机等机械，拖拉机也很少见，
盖薄膜完全用人工，费时费力。刘兆
朋就想发明一种机器，能够解决这
一难题，当时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
镇上一名领导，结果不但没被支持，
还被训了一番：“这种机器连国家都

没发明，咱们还能做出来？”
这并没有扼杀刘兆朋的想法，

为能制作出盖薄膜的机器，刘兆朋
白天上班，晚上搞研究，连续奋斗
十八个晚上，终于做出了薄膜覆盖
机。

“刚开始只是我自己用，村里
人也没几个相信的，直到有一天村
里一户村民种了9亩棉花，家里劳
力就两人，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把机器借走了，结果本来两个人需
要五天能干完的活，三小时不到就
干完了。”刘兆朋说，“这下在村里可
出了名，乡亲们都来借这件机器，
还有的村民因为谁先用谁后用起
了争执。”

此后，刘兆朋还设计制造改造
了棉花移苗器、能控制施肥量的螺
旋式耧等农具。

妻子受伤，重拾木工手艺

几年前妻子的一次意外打破
了全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1998年，妻子李红花赶着满载
粮食的牛车去邻村推磨，不料，途
中牛受到惊吓狂奔起来，李红花害
怕坐在车上的邻居和附近村民受
伤，就拼命拽着牛的缰绳，牛拖着
她跑了足足有一里地，然后向路旁
的河沟奔去，此时手里还攥着牛缰
绳的李红花被一旁的棉花藤绊倒，
身后满载粮食的牛车从她身上压
了过去，致其腰部粉碎性骨折。

为给妻子治病，刘兆朋花光了
家中所有积蓄而且还背负了一大
堆债务，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从此
变得艰难起来。

妻子受伤后，腰部以下没有任
何知觉，整日躺在床上，一趟就是
三年，家中还有三个在上学的孩
子，因为要照顾妻子，刘兆朋常年
呆在家中，不能外出打工，于是又
将多年不干的木工活重拾了起来。

自从妻子出事后，刘兆朋担当
起照顾妻子的责任，每天定时为妻
子揉腿、做按摩日日如此，一日三
餐给妻子喂食、喂水从不耽搁，他
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妻子，服侍

妻子的吃喝拉撒睡成了他生活的
全部。整日的操劳让这位身材高大
的男人瘦削了很多，脸上也增添了
几分憔悴。

功夫不负有心人，妻子的伤情
慢慢好转，现在她能拄着拐杖走
路，甚至还能烧水做饭。李红花说，
现在每次丈夫出去干农活，都把锅
碗瓢盆摆在她跟前，壶里灌满水放
在炉子上，“有时，他回家晚了，我能
帮着烧壶水，做些简单菜。”就这样，
刘兆朋照顾妻子15年。

想用专利为民谋福利

起初，刘兆朋主要帮人做些家
具，安些门窗，日子还算凑活，后来，
随着铁质、铝合金门窗的兴起，木
工这一行当变得愈发艰难，要想求
得生存，刘兆朋只能谋求转型。平
时一向爱好钻研的他，对工艺品创
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他
竟为了搞创作，趁着妻子回娘家，
买了些馒头和咸菜，关起大门，埋

头苦干了十天。尽管遭到儿女们的
反对，刘兆朋还是坚持自己的想
法，在照顾妻子的间隙，钻研摸索，
先后做出了工艺板凳、桌椅、枕头
等。他所做的工艺品不仅美观，而
且实用，受到了各大厂商的欢迎。

2008年，在朋友的建议下，刘兆
朋带着七件原创手工艺品，到济南
申请国家专利，七件作品全都符合
申请标准，但迫于经济压力，刘兆
朋只提交了折叠板凳和折叠椅的
专利申请，“申请一项专利要花1000
多块钱，我那时实在没钱，就选了
两件。”又过了一年，刘兆朋又提交
了折叠桌的专利申请。现在，刘兆
朋拥有三项发明专利，这个昔日朴
实的农村木工霎时间出了名。

随后，刘兆朋经常参加一些工艺
博览会，每一次参展，他的产品都会
吸引不少厂商的注意和顾客长时间
的驻足观赏。“有一次，我在展会上
一连三天向驻足停留的顾客讲解，
一场展会下来，嗓子都哑了。”

一位厂商在展览现场相中了

他的产品，想出价10万元买断他
的折叠椅和折叠凳的专利，当时，
10万元对他来说，可帮助全家人
走出困境。此时，正犹豫不决的刘
兆朋，听从了旁人的建议，决定先
不将专利转让。2012年，一家南京
厂商又打算出价70万买断他的专
利，但他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卖。今
年，一家北京拍卖公司想以起始
价280万，预估价350万帮其拍卖，
他也拒绝了。

眼看着刘兆朋的产品，越来越
值钱，周围亲朋好友都争相来劝他
赶紧把专利卖掉，以缓解目前家中
困境，“我的妻子、孩子都劝我卖，
他们劝不动，就让周围邻居、朋友
来劝，甚至连在济南打工的老书记
都专程赶回来劝我，我都没有被说
服。”刘兆朋说，他不想一个人发
财，他希望有家企业来刘店村投
资，将自己的工艺品形成一个产
业，让村里的老百姓都能从中受
益。“钱我不在乎，重要的是能给村
里的老百姓带来实惠。”

看似普通的一块木板，在
手里经过两三次翻折，很快就
变成美观实用的小板凳小桌
子。让人叫绝的是，制作这些
桌椅既不需要拼接，更不需要
一钉一铆，需要的只是一块木
材加一颗慧心。如今，这些桌
椅已成功获得国家专利证书，
并有企业出资欲几十万、数百
万元买断。

这些桌椅，出自惠民县胡
集镇刘店村的一名普通农民
刘兆朋之手。他精心照顾因伤
致残的妻子15年，这些桌椅，就
是他在照顾妻子这些年中钻
研设计出来的。

一年检查四万多新生儿

1999年滨州市新生儿疾病筛
查中心正式成立，但是当时家长们
对于疾病筛查的工作并不认可，各
个方面的阻力让新筛工作举步维
艰，就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孙亦彩
来到新筛工作岗位，一干就是十四
年，在这十四年里孙亦彩用她的耐
心和爱心，让家长们一点点认识到
新筛工作的重要性。孙亦彩告诉记
者，每年这里要筛查全市四万多的
新生儿，在这些新生儿中总会有患
先天疾病的孩子，如果能早筛查出
来，就可以及时治疗，“这些疾病早

治疗，孩子还能恢复到一个几乎正
常的水平，如果晚了那这个孩子就
没有希望了。”

为了全市新生儿的健康，不放
过每一个可疑患儿，每次筛查出可
疑患儿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电话通
知新生儿家长进行复查，家长们称
呼她为“大姐”，主要是因为她是一
个善心人，为了家长们可以顺利联
系到她，孙亦彩的手机24小时保持
开机状态，无论节假日或是休息，
只要家长来到科室找孙亦彩，她都
会立刻赶回科室。滨州市很多患儿
都居住在比较偏远的农村，在新筛
工作刚开始时，她经常和同事一起
奔波一百多里地去患儿家中，看到
有家庭困难的患儿，她还自己打包
衣服送给患儿的父母，并多方联
系，为三位家庭困难的PKU患儿申
请了“壹基金”，目前这三位患儿已
经收到三个月的生活补助和特殊
食品。

看到家长理解最欣慰

孙亦彩告诉记者，很多新生儿
在早期并没有出现明显症状，当我
们通知家长要求进行复筛时，家长
就不相信诊断，而且非常不配合，
还有的就是对治疗没有信心放弃
治疗了，这样就耽误孩子的早期治
疗，“我印象最深的是新筛中心确

诊的第27名苯丙酮尿症(PKU)的
患儿，我们打了无数次电话通知家
长尽快来治疗，但是家长就是不承
认孩子有病，拒绝对孩子治疗，后
来就直接挂断我们的电话，实在没
有办法我们就先后两次跑了一百
多里路去了马山子镇，但是家长还
是不配合，直接把我给推出去了，
还说我们要是再来就报警。”孙亦
彩表示，我们做到这一步其实已经
可以了，但是他们已经很不幸了，
我们不忍心看到苯丙酮尿症患儿
耽误治疗，“我们又找了很多人去
做工作，家长终于带着孩子来这里
进行治疗了，后来这名患儿的家长
还是很感谢我们，现在还经常帮助
我们去做其他孩子家长的工作。”

据了解，2003年10月份的时
候，新筛中心查出一例苯丙酮尿症
的患儿，这个孩子的家长第一个孩
子也是这样的病，因为当时还没有
筛查工作，等发现孩子异常时已经
晚了，“我们及时对他们第二个孩
子进行了治疗，并指导以后孩子如
何喂养，他们还是很配合治疗的，
目前这个孩子已经上学了，而且学
习成绩很优秀，”孙亦彩这样告诉
记者，每当看到家长们越来越配
合，越来越理解她们的工作，就是
她最欣慰的时候，“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到全市所有新生儿都健健
康康的，没有疾病。”

工作细心像“严师”

在同事们的眼中孙亦彩就像是
一位“严师”。由于各地的采血人员
经常变换，有很多血样不符合标准，
孙亦彩会严谨挑选出来，电话通知
采血人员重新采集，严格要求每一
个标本，没有一个漏诊、错诊。对于
血片的保存、实验室检验、病例追访
治疗和信息资料保管等工作一丝不
苟，在孙亦彩的办公室内，记者看到
有三个保存血样的冰柜，另一个房
间内也有保存的血样，都被孙亦彩
整理得井井有条，每次检测完后，孙
亦彩都会小心地将血样访入冰柜

内，“以前血样太多，保存起来很麻
烦，现在我们把这些血样分别放在
不同的冰柜内，按类别存放后节省
了空间寻找起来也更容易了。”孙亦
彩这样告诉记者。

近几年来山东省时常发生出
生医学证明的丢失、被盗、损坏等
现象，自从孙亦彩接管了《出生医
学证明》以来，从未发生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等现象，也是全省唯一一
家未发生事故的地市，她的同事们
都表示，新筛中心每个人都要打起
十二分精神工作，不然就会受到她
严厉的批评。“新筛工作直接关系
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千万不能有一
丁点的马虎。”孙亦彩这样表示。

滨州市妇幼保健院新筛中心主任孙亦彩希望全市的新生儿都健健康康的

她为三位PKU患儿申请了“壹基金”
文/片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本报通讯员 葛成霞

穿着隔离衣，微笑亲切如
同一位邻家大姐，这位被家长
们称为“大姐”的就是滨州市
妇幼保健院新筛中心主任孙
亦彩，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检测
全市新生儿的血样，及时发现
疾病及早治疗，保障所有孩子
的健康。 孙孙亦亦彩彩正正在在保保存存血血样样的的冰冰柜柜前前为为记记者者介介绍绍新新筛筛工工作作。。

刘刘兆兆朋朋在在展展示示他他的的发发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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