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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能能师师傅傅””干干活活实实在在欲欲开开加加盟盟店店
邹平51岁的宗学禄身残志坚，开“美鞋吧”修鞋30多年赢顾客信赖

邹平县临池镇

开展计生活动

宗学禄对鞋子的缝合工作一丝不苟。

“万能师傅”巧用平面镜引导顾客

宗学禄的店铺就在邹平
县黄山三路宏诚集团对过。18
日上午，记者刚进入店里，映
入眼帘的是满屋子各种样式
的鞋子，接着便听见一阵清脆
的吆喝声：“里面进！”

原来在里间小屋工作的
宗学禄是通过墙上的平面镜
判断是否有顾客来，这个边

框内镶嵌的平面镜也是宗学
禄小心翼翼制作的，当妻子
不在的时候，自己就是通过
这个倾斜着的镜子引导顾客
的。

宗学禄已经变形的双腿
蜷缩在一个矮小的工作台上，
脸上洋溢的灿烂笑容让记者
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双腿瘫

痪的人。
一位女顾客风风火火地

进来冲宗学禄说道：“万能师
傅，你给我保养下这皮衣，顺
便看看我这双靴子能改了不，
改成夏季的鞋子。”记者了解
到，宗师傅手艺多，不仅精通
各种修鞋子相关的手艺，也会
配钥匙、缝纫、加工手工品、钩

花等技能，万能师傅的称号由
此得来。

进屋不久，便有顾客不断
进来光顾宗师傅的店铺，有来
修裤子、背包拉链的，有对皮
衣进行保养的，有要把鞋子加
肥的，有对鞋子进行补色的，
各式各样的活，貌似已经不只
是一个简单的修鞋店了。

51岁的宗学禄来自淄博，一岁半时患上婴儿瘫，导致双腿萎缩变形，只能爬行。但是，他并没有被命运打垮，2001年和妻
子在邹平租下一间小店铺，取名为“实在人美鞋吧”。宗学禄不仅修鞋的手艺好，配钥匙、缝纫等手工活都在行，顾客客都习惯称
他为“万能师傅”。宗学禄的梦想是招收学员开加盟店，特别是残疾人，希望通过自己的手艺为残疾人找到一项谋生的的技能。

实实在在修鞋赢顾客信赖

宗学禄18岁开始接触修
鞋，首先置办基本的修鞋工
具，向路边鞋匠自学修鞋技
术，赶集上街修鞋谋生，由于
行动不便，所以不敢多喝水，
也不能多吃饭，后来认识了现
在的妻子，在两人感情的坚持

下，终于结婚并养育了一对儿
女。2001年避免奔波劳累，风
吹雨淋，租下了一间小小的店
铺，名字为“实在人美鞋吧”，
意思就是本着实实在在的理
念，保证修鞋质量，不多要顾
客的钱，少挣多干。经过三十

年不断地摸索琢磨，渐渐学会
了更多的手艺。

鉴于以前的那间店铺太
小了，今年刚搬进这个大点的
店铺。宗学禄说，店铺的会员
已经近1000人了，现在虽是淡
季，但每天都要从早上8点忙

到夜里11点，若是国庆节以后
那段时间，修鞋的顾客会更
多，经常加班到夜里1点，有时
候都要闭门一个礼拜不敢接
活，不然顾客们的工作做不
完，不能给人家拖着，信誉很
重要。

通过自己的手艺帮残疾人创业

宗学禄说，自己从小没上
一天学，那时候家里人说健康
人做学问，上学都不见得有
用，自己一个残疾人上个学有
啥用，但是自己不那么觉得，

自己始终在学习，摸索修鞋技
艺，也能认识好多汉字，也学
会了给女儿发短信，当然自己
学习这些东西肯定要比身体
健全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宗学禄还说，现在每天最
多能接到400块钱的工作了，
残疾人也是可以自食其力，养
家糊口的，他表示自己近期打
算学习C5驾照，有空带妻子

儿女去别处转转。宗师傅的梦
想是招收学员开加盟店，特别
是残疾人，希望通过自己的手
艺为残疾人找到一项谋生的
技能。

南石居委会为广场舞制定公约防止变成“扰民舞”

乐乐声声不不超超8855分分贝贝 晚晚九九点点准准时时““收收摊摊””
本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王延芳 宣文尧 记者 刘涛)

随着广场舞流行度越来越
高，问题也随之出现，扰民、噪
声常为人所诟。近日，彭李街道
办事处南石居委会为广场舞设
立时间表，晚上9点后，村民不
能再跳舞。

去年，南石居委会文体广
场建成，为保证广场得到充分
利用，提高村民的精神素养，今
年2月，居委会领导在民主议政

日上提出要成立一支广场舞蹈
队，村干部贾艳芳成了文体广
场综合管理协调小组组长，组
建一支广场舞蹈队成了她的首
要任务。

想让村民自愿加入舞队
伍，自己必须先带头，民主议政
日后第二天，贾艳芳用了一晚
上学会了五支广场舞，她将舞
曲全部从电脑上下载下来，每
天晚上开始在文体广场上当着
众人的面带头跳舞。

“第一天自己跳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位60岁的老太太加入
进来，第三天又有五六个人参
与进来，慢慢舞蹈队伍变得越
来越大，现在差不多有30多个
人了。”贾艳芳说。

然而，每晚村民在广场跳
舞，有时跳到很晚，加之音响
发出的声音太大，广场舞渐渐
变成了“扰民舞”。南石居委会
又专门开会商讨解决办法，并
在民主议政日上提出制定广

场舞公约，公约内容村民签字
认可后，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三
天。

公约规定：跳舞时间夏令
时不早于6点半，不晚于21点；
冬令时不早于7点，不晚于20点
半；中午休息期间不活动；跳舞
时，播放音响的音量值不得超
过85分贝。“目前，广场舞公约
在村民中执行得很好，他们都
能按照约定时间离场。”党支部
书记李勇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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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邹平县临池镇计生
办把计生工作与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相结合，开展多形式
计生活动。

开展“零距离”服务。结合驻
村蹲点活动，计生工作人员进村
入户，上门对育龄妇女进行面对
面的宣传，走访慰问困难计生家
庭，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生活困难。截至目前，共帮扶贫
困计生家庭50余户。

集中举办计生宣传。利用大
集日设立固定计生宣传站，向群
众宣传计生知识，发放计生宣传
品，倡树婚育新观念。活动开展以
来，发放计生宣传资料2000余份，
接受咨询服务达160人次。

(高菲)

邹平县魏桥镇

推进计生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邹平县
魏桥镇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稳步推进。

狠抓基层基础。在总结去年
工作的基础上，以先进单位为榜
样，找准差距，积极开展查漏补
缺，彻底摸清村级底数，深化优
质服务，确保各项人口计生政策
平稳实施。

完善育龄妇女统计信息。加
强人口计生信息化工作，开展信
息和统计业务练兵活动，对照统
计报表，逐人逐项认真比对出生
实名登记数据和已婚育龄妇女
信息库，完善常住人口生育、节
育、独生子女证发放等信息，实
现育龄妇女信息库数据和各种
工作记录信息一致。

扎实开展技术服务。发挥好
镇计生服务站的阵地作用，确保
免费技术服务落实到位。深入开
展“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育龄
妇女健康查体”工作，最大限度
的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提高农
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严抓考核。严格认真落实人
口计生工作考核办法、责任追究
实施办法，加强日常督查，注重
督查结果应用。坚决纠正和处理
行政不作为、推诿扯皮等现象，
确保让服务对象满意，有效推动
工作开展。

(孟凡文)

邹平县长山镇

规范药具管理

本报讯 近年来，邹平县长
山镇以满足育龄群众对避孕节育
和生殖健康的需求为宗旨，大力
开展药具知情选择服务，有效推
进了药具服务管理规范化、人性
化和均等化。

该镇畅通避孕药具免费发放
渠道，在计生服务站、企业建立了
避孕药具免费发放点，采取实物
展示、知情选择介绍等方式，来满
足广大育龄群众药具需求。利用
镇计生服务站、村计生服务室等
服务阵地，宣传避孕药具的避孕
原理、使用方法以及副反应处理
等知识。形成多渠道、多元化、全
方位的发放模式，并注重避孕节
育、优生优育宣传教育开展，为群
众提供温馨、个性化的服务，满足
群众需求。

(马金花)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尹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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