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13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田宇

美编：许雁爽 组版：继红

A04-A08

本报济宁12月12日讯（记
者 范佳） 感动你我，为善
而歌。13日上午，由齐鲁晚报、
山 东 省 脐 血 库 联 合主办的
2015年度“凡人歌·山东十大
凡人善举”颁奖典礼，将在济
宁泗水尼山圣源书院举行。

不知不觉，齐鲁晚报“凡人
歌·山东十大凡人善举”活动评
选已举办四年。四年间，我们见
证了以身挡车的“最美女孩”刁
娜、义救落水娃的年轻军官沈
星，也了解了为救群众在大火
中牺牲的“山东兄弟”刘洪坤、
刘洪魁的感人事迹。

2015年的凡人善举继续
感动你我。第四届凡人歌·山
东十大凡人善举评选活动10
组获选者分别是：孙延彬，青
岛支教岛，张帝，李长河，李儒

宝，李济远、单美华夫妇，卢庄
大娘，陈晓娅，赵庆收以及董
丹、李风军。

“最美房东”李长河被主办
方通知来领奖时，比他还要高
兴的是他倾力相助的受伤房客
李金盘。在李长河的慷慨帮助
下，如今，李金盘出车祸的岳母
腿伤已经痊愈。李金盘还在李
长河家中养伤。12日，李长河出
门前，李金盘激动地对李长河
说：“叔，真是太好了！俺报答不
了您，社会帮俺回报您！”

12日傍晚，10组获奖人物
已经陆续抵达济宁泗水尼山
圣源书院。尼山圣源书院地处
孔子诞生地尼山，致力于推动
儒学思想研究、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在这里举办典礼，意在
发掘凡人善举背后的传统文

化支撑，用文化的力量引领更
多善举的涌现。

“听闻今年的颁奖地选在
尼山圣源书院，我们十分惊
喜。”创办宝德书院的李济远、
单美华夫妇笑着说，他们是怀
着学习、朝圣的心情而来的。
青岛支教岛负责人之一周嘉
惠说：“我曾经在曲阜上大学，
学的教的都是古典文学，孔子
是必讲章节，我对孔子的历史
典故非常熟悉。而尼山圣源书
院代表着孔子的精神，选在这
里颁奖非常有意义。”

13日，在颁奖典礼中将新
增富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环节。
乡村儒学讲座和当地百姓表
演的反映传统道德的文化节
目也将在颁奖典礼中精彩呈
现。

残残疾疾女女老老板板开开公公司司，，雇雇了了近近半半残残疾疾人人
公司还成立残疾人协会,员工工作、家庭有问题都帮忙

十十组组善善人人齐齐聚聚尼尼山山圣圣源源书书院院
第四届山东十大凡人善举今颁奖

宝德书院李济远：

“孩子们都想要这些好人的勉励”

本报记者 范佳

12日一早，李济远单美华夫
妇便早早从高密赶到济南，等待
下午一同驱车前往泗水。在休息
室等候时，他们翻看着当天的齐
鲁晚报，看到本报“张刚大篷车”
又为山村孩子送去爱心羽绒服，
不禁想起自己的事迹见诸报端
后的情景。

“我们的事迹见报后，‘张刚
大篷车’为我们的书院送来了济
南爱心人士捐献的1000多本书
籍和3个书橱。可把孩子们高兴
坏了，大家用了好几个晚上的时
间才把这些精美的图书统计整
理好。”单美华笑着说。

这次，夫妇俩从济宁领奖回
去，又将带给孩子们新的惊喜。

“我们这次是带着孩子们的心愿
来的。”李济远介绍，他们要请其
他获奖者写下对孩子们勉励的
话，借助榜样的力量，将美德的
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中。

平时夫妇俩就很注重孩子
们的公益教育，时而组织孩子们

制作手工作品为当地的贫困、残
疾儿童奉献爱心。这个周六，本
是孩子们的公益实践课，由于夫
妇俩要外出领奖，他们给孩子们
布置了别样的“功课”在家自学。

早在出发前，李济远、单美
华夫妇就把其他获奖者的故事
打印出来，供孩子们在家自学。
他们告诉宝德书院的孩子们，社
会对宝德书院的认同就是对公
益的认同。坚持对社会传递温
暖，也一定会获得社会的认同。
他们让孩子们珍惜荣誉，更好地
发挥特长，践行公益。

听说孩子们的心愿，获奖者
们纷纷写下心中的话语。“最美
房东”李长河写道：“同学们，咱
们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博大精深，
希望你们抓住机遇，努力学习，
积极为身边的人做贡献。多做好
事、善事，社会不会忘记你们！”

青岛支教岛负责人之一周
嘉惠思考片刻，认真写下：“希望
我们有更多的孩子学习国学、研
究国学、践行国学，使传统文化
得以发扬光大！”

“我最希望他们能像正常人一样通过努力，实现自己
的价值，过上幸福生活。”腿部残疾的杨萍朴实地说。6个
月大时她患上小儿麻痹症，却不放弃希望，努力创业成立
服装公司，她不仅招收残疾人工作还成立残疾人服装培
训基地。近日，53岁的杨萍给记者讲述了她的创业故事。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晓鹏

小试牛刀，5套衣服去参赛3套获了奖

“这次参加创业培训，我
希望在企业管理、融资技巧
上提升一下自己。”在青岛市
李沧区人社局主办的创业
MBA培训课上，记者见到了
5 3岁的杨萍，干练、自信是
她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我
从6个月大的时候就患有小
儿麻痹症，因此落下了下肢
残疾。”杨萍说，自己从小性
格要强，虽说先天残疾，但这
并没有阻挡自己要好好生活
下去的勇气。

“我高中毕业之后先是
进了工厂当会计，当时我们
单位边上有一家裁缝铺，因
为天生对裁缝感兴趣，总是
看师傅们干活，琢磨裁剪技
巧和颜色搭配，学完后我就
回家自学。”杨萍说，1 9 8 3
年，她尝试着做了5套衣服去
参加了青岛第一届服装大
赛，竟然有3件衣服得奖了。
自从迷上服装设计后，杨萍

开始不断琢磨研究，朋友们
发现她设计的衣服颜色大
胆，非常漂亮，便争相让她设
计衣服。

2000年，杨萍在朋友的
资助下，成立了“杨萍服装
店”。凭借着她手中的“金剪
刀 ”，她 的 服 装 店 渐 渐 地

“剪”出了名气，生意逐渐红
火起来，为她积累了“第一桶
金”。“当时，很多人穿我裁
剪的衣服出门，‘撞衫’时彼
此还交流我裁剪的手艺，那
时候就觉得很自豪。”杨萍
说，也就从那时开始，杨萍就
在各种服装设计比赛中拿
奖，2 0 0 3年，在青岛国际时
装周“百姓秀”服装大赛上，
作为参赛的146名选手中唯
一一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
专业训练的选手，她获得了

“时尚奖”银奖，此后还代表
青岛市参加山东省省级比
赛，获得了优异成绩。

花絮

李济远、单美华夫妇看到本报组织的公益活动很有感触。本报记者 范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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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在公司月入万元不稀奇

“我是从2006年开始正式创业
的，创办了第一家公司，涉足出口
服装样品开发。”杨萍说，公司一开
始的业务，主要是靠业内对自己手
艺的信任，因为服装样品开发中服
装样品做得好不好，关系到服装加
工厂能不能拿到订单，所以技术和
服务是赢得客户的关键。

“我打小学裁缝，手艺在业内
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可以说这一点
是客户信任我的首要因素。”杨萍
说，因为自己的手艺，在开发同样
的样品上别人两三次才能通过，自
己亲手制作的服装样品一次性通

过率达到70%。
经过慢慢积累，杨萍公司对接

的外贸公司达到40余家，涉及R、阿
玛尼、H&M等多种知名品牌。“我现
在在李沧区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叫
青岛雅时依派服饰有限公司，这家
公司的创办初衷就是想为更多的残
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杨萍说，2014
年自己全年的营业额已经超过800
万元，作为残疾人，自己深知残疾人
生活之艰。“我们公司目前有21名员
工，其中残疾人有9人，他们都是我
手把手从零开始教的。”杨萍说，她
希望自己能让更多的残疾人回归到

大团体，感受一起奋斗的快乐。
“在我这儿的工人平均工资除

了保险外每月收入四五千很正常，
好的残疾女工月入上万也很正常。”
杨萍说，公司还成立了残疾人协会，
有人专门负责，残疾员工无论是工
作还是家庭，有什么问题都能及时
解决，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健康、和
谐、便利的生活工作环境。

记者了解到，2014年，杨萍还
建立了青岛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培训基地，免费招收30多名智障残
疾人开展系统的服装加工培训，帮
助他们早日走向社会。

和残疾工人一起加班检验出口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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