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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柳三居的闫剑平

沉沉浸浸在在墨墨香香画画海海的的聋聋哑哑画画家家

甸甸柳柳有有朵朵铿铿锵锵玫玫瑰瑰，，身身残残志志坚坚创创业业2200年年

在甸柳社区，您可能
经常路过一家名为“聂家
伟伟扒鸡店”的门头，但
您可能不知道这是一家
有着20年风雨沉淀的老
字号；您可能经常从这家
店买一些猪蹄、鸡爪、田
螺等下酒，但却不知道哪
怕是一个鸡爪从选材到
用料都是精挑细选精心
烹制；您可能经常看到门
庭若市红红火火，却不知
道在这红火的背后一位
身残志坚的女性有着怎
样的付出。

这位女性就是残疾
人创业的代表，咱们甸柳
四居的铿锵玫瑰——— 聂
伟。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若松

生下来就肢体残疾

初中没念完就被迫辍学

6月初的济南热得直率利
落，一场暴雨冲刷后的甸新东路
干净整洁，空气也十分清爽宜
人。

“聂家伟伟扒鸡店啊，当然
知道了，她家东西确实好吃，主
要是不加些杂七杂八的，吃着放
心，我们这片基本都从那儿买。”
走在甸新东路的街头，路边乘凉
的居民随便找一个，一提聂家伟
伟扒鸡店，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社区的邻居及顾客
们，或许经常看到的是店面门
庭若市的红红火火，却不知道
在这红火的背后一位身残志
坚的女性有着怎样的付出。这
位女性就是聂家伟伟扒鸡店
的负责人之一、残疾人创业的
代表——— 聂伟。

从身体上来说，今年40周岁
的聂伟生下来就是个苦命的孩
子，因为身体严重畸形，她经常
要遭受别人异样的目光。为了能
让聂伟有一个和普通孩子一样
的童年，她的父母没有将她送到
残疾人学校，而是选择了让她和
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入学学习
和成长。

但是因为身体畸形、听力也
不好，聂伟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
非常困难，“学习跟不上，再加上
我身体这种情况，没少受同学欺
负。”聂伟告诉记者，就这样初中
还没念完，就很无奈地辍学了。

在亲情的呵护下成长

身残志坚走上创业的道路

辍学后，有整整两年的时
间，十几岁的聂伟是在家里度过
的。父母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照顾聂伟，把更多的爱和呵
护给她，在聂伟辍学后没多久也
提前从单位办理了退休。

“当时我们也是思来想去，
必须得让她能有个足以谋生的
事情干，她还那么小，身体又不
好，我们必须得帮她。”聂伟妈妈
说。

就这样，聂伟一边在父母的
精心呵护下健康地成长，而且慢
慢长成了一个独立、懂事、身残
志坚、自强不息的女孩，同时在
父母的帮助下，走上了自主创业
的道路。

由于聂伟的父亲年轻时
曾跟随师父学过做扒鸡的手
艺，有着一手做扒鸡的绝活，
因此全家商量来商量去，从最
初的开小卖部卖烟酒糖茶到
决定利用自家一楼临街的优
势，开一家扒鸡店，名字就用
聂伟的乳名“伟伟”，叫“聂家
伟伟扒鸡店”。

扒鸡店开张之后，由于选
材、用料、烹制等都非常讲究，不
仅干净卫生，吃起来口味也非常
独特，非常受顾客欢迎。记者注
意到，在店里专门有一面墙，挂
着“聂家伟伟扒鸡店”二十年来
获得的荣誉称号，有山东省工商
联等颁发的“山东地方名吃名
店”、有济南市饮食业协会颁发
的“济南名吃”、有中国鲁菜网等
颁发的“迎全运济南特色名吃推
荐”等等。

三口之家幸福美满

女儿乖巧懂事从不嫌弃妈妈

“我能有今天，离不开家里
人的帮助，特别是我父母、我老
公，还有我弟弟、弟媳等，没有他
们就没有我的今天。”聂伟说。

不仅如此，聂伟还经常参加
一些分享会和活动，将自己的创
业经验分享给更多的残疾人，帮
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发光点，实现
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在这朵懂得感恩、热爱生
活、开朗阳光的铿锵玫瑰内心，
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
将全家上下凝聚到一起，共同组
成一个和谐美满的家。

创业道路开启之后，聂伟生
命中的另一半也很快走到了她
的身边。经历了几年的热恋之
后，1999年，聂伟和丈夫喜结连
理，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很快，2000年，聂伟便当上了
妈妈，女儿崔家铭的到来让本就
热情开朗的她内心更加柔软的同
时也更加坚毅。记者在聂伟的手
机上看到，已经15岁的小家铭浓
眉大眼，扎着马尾辫，十分俊俏。

“孩子从小就特别懂事，从来
没嫌弃过我，也不觉得自己的妈
妈是个残疾人是件丢人的事，说
实在的我很欣慰。”聂伟告诉记
者，家铭从上幼儿园到小学、初
中，每一次学校开家长会都是她
去参加，而且女儿也特别愿意让
妈妈去参加，因为在家铭眼里，身
残志坚的妈妈是自己的好榜样。

幼时生病发生意外

听力语言受影响成聋哑人

宽松干净的白衬衫、洗得有些泛白的牛
仔裤、腼腆温和的笑容，或许是因为一直以来
内心的淡泊宁静，今年45岁的闫剑平看上去
很年轻。

闫剑平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乐
观开朗，母亲知书达理，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
一个姐姐，本该和哥哥姐姐一样拥有天真烂
漫童年的他，命运却在四五岁时，因为一次意
外被无情地改写了。

“我和她妈妈那会儿工作都很忙，有一次
剑平感冒发烧打针，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不
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落下了这么个
病根。”说起当年的意外，闫剑平78岁的老父
亲告诉记者，起初，家里人并没有察觉到剑平
的听力及语言障碍问题，只是猜测可能是说
话比较晚，直到后来愈发觉得不对劲，这才意
识到有问题。

发现闫剑平的病情之后，父母没少带着
他四处求医问药，但都没能奏效，眼看着到了
入学的年纪，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他送到了
聋哑学校。

他的耳朵虽然不会听，但他的心
灵会倾听；他的嘴巴虽然不会说，但他
的作品会说话；他的家境虽然不富有，
但他的内心很充盈……近日，记者在
风和日丽的夏日清晨走近这位甸柳第
三社区的聋哑画家——— 闫剑平，从他
身上，领略什么是安静的力量。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若松

自幼与书画结缘

让墨香在宣纸上尽情挥洒

因为听力和语言的障碍，闫剑平
小时候有些内向，但却十分乖巧懂事，
用闫剑平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从来不
在外面惹是生非。

到了聋哑学校之后，闫剑平的绘
画天赋慢慢显现了出来。“经常自己坐
在那里画，放学回家在屋里写完作业
也画，过去一看画得确实有模有样
的。”闫剑平的父亲说。

就这样，闫剑平在成长过程中慢
慢与书画结缘，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兴趣的爱好愈发倾向于国画、书法，尤
其喜欢花鸟画。

在闫剑平和父亲在甸柳社区一
起居住的家里，为了满足闫剑平对
于书画的热爱，不足 1 0 0 平米的房
子全家专门腾出靠阳台的一间，用
作他的“工作室”，每天他都会在这

里进行创作，而且闫剑平尤其喜欢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画画，经常不知
不觉就画到了下半夜，房间内墙上
都是他的习作。

最近这半个月，闫剑平又在学
习工笔画，而且非常痴迷，“我也挺
佩服他，拿着笔很稳，而且画得非
常仔细，可能就是有这个天分吧。”
父亲说。

助人为乐热心公益

主动请缨为创卫做贡献

对书画多年的热爱和付出，除了
给无声世界的闫剑平以掷地有声的力
量支撑之外，也获得了业界的一致肯
定。他的画作曾被收入《中国残疾人美
术家优秀作品集》，而他本人现在也是
济南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采访中，闫剑平的父亲告诉记者，

除了书画上的造诣之外，闫剑平让他
非常骄傲的一点就是，闫剑平对公益
很热心，助人为乐。

“现在咱们济南不是创卫嘛，他听
说后自己一个人主动承担了小区里18
号楼3个单元的卫生，每天去查看有没
有粘贴小广告，一旦发现就及时清理。”

如今，人到中年的他日子过得虽
不富裕，但却十分充盈。和妻子组建的
小家庭也和和美美，今年8岁的儿子很
健康也很懂事，最近刚刚加入少先队。
提到小孙子，闫剑平的父亲高兴地合
不拢嘴，“知足常乐嘛，他自己挺知足，
我也挺知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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