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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一个老奶奶

捡回家养了10年

跟着爷爷姓，名字是奶奶起的

在潍坊市社会福利院门外的
“大栋修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
给客人修表的张栋。和正常人不
同，他的手蜷缩着，伸不开，但是
修表技巧非常熟练。他拿起一个
工具，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给客
人修好了表。客人赞不绝口，满意
地离开。

在福利院，大家习惯性的喊
张栋为“大栋”，因为在福利院里，
他还有一个弟弟张小栋。

张栋今年26岁，他和“弟弟”
张小栋，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都
是在很小就被遗弃成为孤儿。“我
是在镇上的敬老院门口被发现
的，小栋是两三天后，也在这家敬
老院门口被发现。”张栋说，他们
都被安丘市柘山镇金钱洼村的一
个老奶奶收留。

捡到两兄弟的老奶奶，给他
们取名张栋和张小栋，并一直将
这兄弟俩抚养至10多岁。随着年
纪增大，老奶奶逐渐无力抚养两
个孩子了，为了给他们一个更好
的成长条件，就把他们送到了潍
坊市社会福利院。

“如果没有老奶奶，就没有我
们的生命。没有社会福利院就没
有我们的成长。”张栋说，他患有
严重的手足外翻症，社会福利院
先后给他做了两次矫正手术，现
在虽然他走路时还是一瘸一拐，
但是相比刚进社会福利院时，好
了太多。

张栋和张小栋每年都会回到

安丘的那个小镇上，看望捡到他
们、养育了他们10年的老奶奶。让
张栋和张小栋感到遗憾的是，他
们至今依然喊着“奶奶”的这个
人，却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和小
栋跟爷爷姓，名字却是奶奶给我
们起的。”

一双残疾却比正常人

还灵巧的手

为拿稳一个零件，练习四个月

“我是在福利院的安排下，在
坊子区读了小学、初中，并顺利进
入潍坊市高级技工学校，在那里
学习了电子与电工等知识。”张栋
说，在社会福利院里，他得到了很
多关爱。

毕业后，张栋受到了一些挫
折。由于身体有残疾，没有被任何
一家企业接收。不能进企业工作，
他想着学一门手艺，能养活自己。
他说自己的人生还是要靠自己
走，不能完全依靠别人，自己要自
食其力。

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得知
张栋的想法后，便帮着为他寻找
可以传授手艺的师傅。随后坊子
老区从事修表工作并开着门店的
薛女士，来到福利院分文不取地
传授张栋修表技艺。

张栋认真跟着薛女士学了两
年。张栋说，自己知道这个技艺对
自己未来的人生会起到什么作
用，所以学习的时候他很认真。因
为自己的手伸不开，指头也不灵
活。刚开始时，连零件都拿不起
来，他为了能拿稳一个零件，练习
了四个月。每天吃饭时，睡觉前，
手指都在动，就是想尽快让手指

变得灵活。
2010年，张栋在社会福利院

的帮助下，拥有了自己的修表门
头。“出师后，开修表店成了一件
难事。因为自己没有钱去租房子，
幸好社会福利院把门口的房间给
我用，还帮着我添置了修表的工
具和机器。”最终，张栋的“大栋修
表店”开张营业。

现在，张栋每天能接待7-8个
客户，只要有人拿着需要修的表
到他那，不管是什么问题，他都能
修好，他如今已经修了近万只手
表，很多人从城区赶去找他修表。
大栋说，开这个修表店就是他的
梦想，如今梦想已经实现，他下一
步的目标就是把修表店做大，然
后娶妻生子，过平淡幸福的生活。

让别人的脚上

穿着他修好的鞋

每天自己推着轮椅去学艺

大栋的修表店外，便是张小
栋的修鞋摊，修鞋摊边上还有一
个简易的雪糕、饮料销售点，也是
张小栋在经营。

与别人的修鞋摊不一样的
是，修鞋的人是一位坐在轮椅上
的人。坐在轮椅上，小栋显得非常
瘦弱。他下肢截瘫，双腿一点力气
也没有，没有知觉也无法伸直。除
了睡觉，他的两条腿，永远是盘坐
在身体下面。

因为修鞋的机器不如轮椅
高，有客人来了，他就从轮椅上挪
下来，坐在旁边的矮布墩上。

今年24岁的张小栋一天学也
没有上过。“我没上过学，但是也
认识几个字，都是福利院的阿姨

和来福利院的义工教给俺的。”张
小栋脸上永远露着微笑。

“这是因为很多学校都认为，
张小栋没有行动能力，上学不合
适。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附
近多个学校奔波，却都没有能够让
小时候的张小栋上学。”社会福利
院的工作过人员说，虽然小栋没上
过学，但是修鞋的技巧却很高。

张小栋和大栋同一天进福利
院，两个人都有着自食其力的梦
想。在大栋去学习修表技艺的时
候，小栋也提出了想学技艺的想
法。

2010年初秋，经过市社会福
利院工作人员的帮助，张小栋认
识了在市社会福利院向东二里多
远的路边修鞋40多年的徐师傅。
徐师傅收下了张小栋这个徒弟，
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张小栋修鞋的
技术。张小栋在学艺的半年多时
间里，每天自己推着轮椅从福利
院出来，到徐师傅的修鞋摊学习。
有一次路上有雪结冰，张小栋的
轮椅被石头垫了一下，结果他的
轮椅翻倒在结冰的马路上，他的
手臂当场就磕破了，但张小栋还
是坚持去学艺。

张小栋说，从懂事的那一天
起，他就没有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穿上一双结实的鞋，踏踏实实地
踩到地上，可是他想用自己的修
鞋技术，让所有能穿鞋的人，穿着
他修好的鞋，走在人生路上。

用自己的本领

做一份事业

“每天有活干，就很幸福”

张栋的“大栋修表店”和张小

栋的修鞋摊，就在北海路和三马
路交叉口东100米，潍坊市社会福
利院门口的边上，很多潍坊市区
的市民，都会特意跑很远的路，来
找张栋修理他们的手表，或者找
张小栋修鞋。

3日，记者看到，张栋的修表
店已经越来越正规，门口的牌上
不仅有修表店的名字，还介绍着
经营范围：修进口表、手表保
养、换表芯、换电池。细心的张
栋还特意在牌上打上自己的电
话：15269662448，方便客户联
系。

“现在有很多的回头客了，
一些离这里很远的人，都会专门
跑到我这里修表。”张栋骄傲地
说，虽然他水平一般，但干了这
么长时间了，还没有碰到他修不
好的手表呢。

张小栋的修鞋店就在张栋修
表店的前面，也有一个很大的
牌，写着“张小栋修鞋”五个很
明显的打字，也揽来了很多的回
头客。

“我现在很幸福，一点也不
觉得自己是残疾人，因为我也有
热爱的工作。每天有活干，就很
幸福。”张小栋说，有很多热心
市民会多给他钱，修一次鞋，小
栋要两块钱，有的人给到 5块
钱，10块钱。小栋说，找钱的功
夫，客人已经走远了，无论怎么
喊，他们也不回来。他们说，不
用找。

张栋和张小栋说，他没有想
到这样的他们，会有一天在社会
好心人的帮助下，也能拥有自己
能够自食其力的本领，有一份事
业，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和
正常人没有区别的理想。

手部残疾的张栋，是一个用手修表的修表匠

腿部残疾的张小栋从来没有穿过一次鞋，现在是一名修鞋匠

因为同样被遗弃的经历，他们成了最亲的兄弟

一个修表匠和一个修鞋匠
文/本报记者 丛书莹 赵松刚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潍坊市社会福利院的孤残“兄弟”张
栋、张小栋因先天缺陷被亲生父母遗弃，
被同一个老奶奶收养10多年后，送往潍坊
市社会福利院。身残志坚的两人在社会福
利院的帮助下，开启了自己创业之路，向
他们的梦想一步步靠近。

“我们的梦想是靠一家修表店、一个
修鞋铺自食其力、娶妻生子，过平常人的
生活。”手部残疾的张栋，是一个用手修表
的修表匠。腿部残疾的张小栋从来没有穿
过一次鞋，现在是一名修鞋匠，修补着正
常人脚下的鞋。

张张小小栋栋掌掌握握了了一一手手修修鞋鞋的的手手艺艺，，也也可可
以以自自食食其其力力。。 张张栋栋为为顾顾客客维维修修手手表表。。

张张栋栋（（左左））和和张张小小栋栋有有了了
自自己己的的事事业业，，在在以以后后人人生生的的道道
路路上上他他们们将将越越走走越越远远。。


	K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