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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500万残疾人

多数为后天致残

本报济南3月26日讯(记者 尹明亮)

求职时一次次被拒之门外，是张立和他的
同学经常遇到的事情。不过，他们依然在找
工作的路上奋斗着。为帮助更多像张立一
样的残疾人找一份适合他们的工作，本报
将与山东省残联一起，开通残疾人就业热
线。

“现在都在精准扶贫，对残疾人来说，
能帮他们解决工作便是最好的扶贫。”山东
省残联教育就业部部长张文涛介绍，相对
于其他贫困人群，残疾人有一些特殊性，他
们的残疾是终生相伴的，“但只要不对他们
心存偏见，有很多工作他们是完全能够胜
任的，甚至可以做得比正常人更好。”

但在求职的路上，残疾人却面临比正
常人更多的困难。“有时候只是希望有一个
机会就好，至少可以让我们能证明自己。”
李安帝告诉记者，一次次因为残疾被企业
拒绝时，他的心会疼。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残
疾人，只要了解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可能拥
有比正常人更坚强的毅力，对生活也可更
乐观。”张文涛介绍，在我省500多万残疾人
中，只有大约6%是先天的残疾，多数人是
因为后天的意外或生病致残，“换个角度
看，他们的遭遇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平
等地看待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个工作的机
会，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为一名残疾人提供一份工作，帮助的
便是一个家庭。如果您的单位愿意给他们
提供一个机会，请告诉我们。如果您是一名
正在寻找工作的残疾人，也请联系我们。本
报公益热线为96706126。您也可以关注本
报“ 公 益 山 东 ”微 信 公 众 号 ( 微 信 号 ：
gongyisd)留下您的岗位信息或求职信息。

24日上午，本打算去找同学的张
立，因为大风留在了宿舍里。手机上
一条短信又让他对找工作抱有几分
希望。一家位于北京的公司发短信
说，收到了他的简历。“虽然不会去，
但至少说明在网上发的简历还是有
人注意的。”

与李安帝、许志恒不同，张立高
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民办高校，因
为学费太贵，他选择到特殊教育职
业学院读书。

今年6月份就要毕业了，23岁的
张立只要一有空就会在各个求职网
站上投送简历。“投了很多了，但回复
的很少。”张立也是脑瘫患者，老家在
鄄城，虽然投出的简历基本都杳无音
信，但他还是希望能有需要平面设计

人员的公司看到他的简历。
“毕竟是成年人了，不能老依靠

家里，得自己养活自己，不能再给家
里增加负担。”张立是家里的长子，
虽然身有残疾，但他想在济南能有
个发展。

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与班
里其他十几名同学一样，张立的工
作没有着落。“继续找着，但不能回
家，一回家就没事干了。”张立说，家
里还有个弟弟和妹妹，这几年为了
减轻父母的负担，每个假期他都不
回家，跑到河南新郑的劳务市场上
找活。他刷过碗，也打扫过厕所。“去
年寒假，我去河南当了一个多月保
安，挣了3000多块钱。”虽然没有回
家过年，但说起那些收入，张立依然

一脸的兴奋。
张立说，眼看毕业的日子就要

来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多数
同学还是要回老家，“但一想到在家
无事可干的状态，就有一种生不如
死的感觉。”张立说，作为一个残疾
人，在找工作时，总会遇见一些让他
哭笑不得的拒绝理由。前段时间，张
立去应聘一家科技公司的平面设
计，公司的一个员工跟他说，如果他
想有更好的发展，以后会跳槽，公司
就不能要他。如果不想有更好的发
展，靠着在公司的收入，没法买房、
结婚，所以他也不能在这个公司工
作。“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只要肯付
出，总会有回报的。”翻看着网上自
己投的简历，张立很坚定。

想想靠靠双双手手养养活活自自己己
给残疾人朋友一个机会，他们还你惊喜

春节已经过了快两个
月，对李安帝、张立、许志恒
这三个山东省特殊教育职业
学院身有残疾的同学来说，
依然在为一份工作或一个实
习的岗位奔波。学习计算机应
用的他们可以熟练地操作各
种办公软件，会做平面设计。
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想凭自
己的手艺养活自己。但是因为
身有残疾，他们的找工作之
路异常坎坷曲折。

头条链接

拄着双拐冒雨应聘，被黑中介骗

春日里，路边已经繁花似锦，拄
着双拐的李安帝没顾上赏花，匆匆
地赶在路上。小时候的一次手术意
外，导致他双腿无力行走。在特教学
校上了四年的学，李安帝如今最迫
切的，就是找一份工作。

初中毕业后，他从老家济阳来
济南上学。从去年暑假开始，李安帝
便开始找工作。“上了几年学，我开
始时满怀希望。第一次有人通知他
去面试时，当时下着大雨，路上雨水
没了脚，他和同学们还是去了。”去
年6月的那个雨天，李安帝记得清清
楚楚，四个同学到了才发现，那是一
个骗人的中介。

“在网上投出的简历不知有多
少了，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出去跑也

跑了四五十趟了。”随着一个个“机
会”到来，李安帝说，自己找工作的
心却慢慢凉了下来。“我学的是计算
机应用，希望找个广告设计等对口
的工作，但一次次或含蓄或直接的
拒绝理由，都是因为他身上的残
疾。”

李安帝说，之前希望最大的一
个工作是一家位于济南赛博数码广
场的广告公司。他去应聘时，老板让
他做个图片处理，他把一个正式员
工处理不好的图片处理好了。老板
让他等通知。“过了三四天没有消
息，李安帝打电话过去问，老板说可
以去上班。但过了不到20分钟，老板
打回电话，问他是不是上次那个残
疾人，听到肯定的答案后，老板立即

改口说，人员已满了。”
李安帝说，他已经渐渐地习惯

了各种委婉的拒绝。他曾在一家电
话销售公司短暂上过班，可干了两
个月，老板却克扣了他半个月的工
资。他辞职讨要被扣工资时，老板威
胁他，“再闹腾，我去电台告诉所有
的企业都不要用残疾人。”

“经历得多了，对找工作越来越
没信心了。”如今，李安帝想尝试着
自己做点什么。他现在在朋友圈里
销售老家的农产品，每天能有一到
两单的生意，但靠这点销售，根本不
能养活自己。“明年就要毕业了，如
果能有个工作，哪怕只是实习的机
会，我也会很珍惜，会好好干的。”李
安帝说。

与李安帝是同班的同学，患有
脑瘫的许志恒说话、走路都不太方
便。但这个来自曹县农村的大男孩，
跟人说话时总是笑着。

在宿舍里，许志恒正在为一家
家居企业制作一份平面广告，准备
投过去。“如果能被采用，就有一些
报酬了。”他行动起来，手脚不太协
调，但操作起电脑来，却十分熟练。

“老干这种零活也不是个办法。”许
志恒有点发愁。

虽然有脑瘫，但许志恒曾是个
残疾人短跑运动员。与李安帝的想
法不一样，热爱平面设计，也对自己
的技术有自信，许志恒一直想在这

方面继续发展，找份相关工作。
“就是太难了。”由于最近身体

不太好，除了在网上找些零星的设
计活，许志恒并没有再去找工作。没
再去找的另一个原因，是前几次找
工作留给他的阴影。

去年8月份，许志恒给位于菏泽
的一家传媒公司投去了自己的简历
和作品。电话里，他说了自己是残疾
人，但对方还是让他去看看。“那时
候非常高兴，在这之前，曾找过一家
我们县里的传媒公司，去做了一个
作品后，我就再也没等到回信。”

在这家位于菏泽市开发区的传
媒公司，许志恒试做的作品让负责

人很满意，负责人当场便告诉他一
周后可以上班。“回家的时候天不好
打车，走了一个小时去坐公交，但心
里还是很高兴。”回家后，许志恒在
家买好了准备上班的东西。但是一周
后，老板打来电话还是拒绝了他，“跟
我说，他们公司氛围不太好，员工们
都不愿意让我去。”

在许志恒的电脑上，他自己做
了一个背景图，昏暗的背景中是他
自己的两个背影，微微的灯光中几
个字写着“何时才能摆脱心理阴
影”。“虽然有很多歧视，但我还是希
望自己更坚强一些。”说话时，许志
恒脸上带着苦涩的笑。

应聘单位称“其他员工不愿与他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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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无事可干，就觉得生不如死”

许志恒（左）、李安帝（中）和张立经常凑在一起，互相打气。

文/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李昔诺

■编者按：他们是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他们是残疾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随着经济

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慢慢地富裕了起来，可是这些身体有残疾的兄弟姐妹们，很多还生活在贫
困中。走进“十三五”，扶贫也重在精准，对一个个在就业路上奔走的残疾人来说，摆脱困境最好
的方式就是一份工作。他们心中都有一份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念，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带给人
们的就是一个惊喜。

帮残疾人找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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