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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9月开始，总是忙着指导
“工疗型车间”职工工作、康复，帮忙
对接订单⋯⋯记者在乐清市残联碰
到刚刚退休的包建武时，他对自己
工作和生活的变化直呼没想到。

和他一样工作和生活发生变化
的，还有 100 多位乐清的残障人士。
他们没想到的是，有朝一日能凭借自
己的努力养活自己和家人——带来
这样变化的是包建武 1 年前的一个
决定：发挥乐清电气产业优势，为这
个特殊群体打造“工疗型车间”。
如今，在当地首个“工疗型车间”
里，21 名身着统一工作服的工人正
忙着组装垫片。几秒钟时间，一个
电器零件就组装完成了。他们每个
工作日正常打卡上班，月均工资可
达3000元。

收入有了保障，满满关怀还不
少：娱乐设施丰富，可就近使用康复
训练室⋯⋯如今，“工疗型车间”已
经向乐清全市孵化推广。

多方联系促合作
结合产业特点建特殊车间

下午 1 时 30 分，是工人们下午
打卡上班的时间。在位于乐清市特
殊教育学校的宏奔电气有限公司

“工疗型车间”里，记者见到包建武
时，他已在车间里忙碌多时。“现在
他们尝到了甜头，干劲十足，最近的
订单量也大，一个个早早地就打卡
上班了。”包建武笑着说，以前这个
特殊的人群苦于找不到工作，如今
主动要求“早到晚退”。

“工疗型车间”的诞生，源于一
次偶然。2020 年，省残联一行赴乐

清考察，提出了“工疗型残疾人之
家”的全新理念。包建武听了后觉
得可以有效破解残障人士就业难的
问题，便四处学习考察。考虑到本
地产业“小而精”“小而全”特点，他
萌发了“工作与康复疗养相结合”的
想法。

一 边 稳 定 就 业 ，一 边 疗 养 康
复。在有效安置的同时，也让残障
人士实现人生价值。包建武满怀期
待多方联系企业，却苦于没有合适
的岗位和工作环境。“要么只招技术
工种，要么工作强度太大。”他坦言，
一方面企业对一线组装工人的需求
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企业很少具
备康复疗养场地。直到一次同几位
企业主的聊天点醒了他：何不另寻
场地邀请企业直接入驻？一来减轻
企业经营压力，二来可以给残障人
士提供更好的环境。

于是，包建武联系乐清市特殊教
育学校校长叶圣海及其他乐清市残
联成员，发动多方力量对接企业，并
在乐清全市范围内开展岗位筛选。
最终了解到乐清市宏奔电气有限公
司急需一线组装工人，该公司生产的
电器元件生产方式以简单手工劳作
为主，残障人士完全可以胜任。

企业需要劳动力，残障人士需要

就业机会，政府又有政策支持，三方
一拍即合。“不论工作内容、报酬计算
还是劳动福利，老包总是不厌其烦多
次上门。这让我明白，虽说赚不到
钱，但社会效益很好。”公司董事长林
道楚说。去年9月，在包建武等多方
努力下，当地首家“工疗型车间”正式
投入运行。车间引进电动车线束连
接器组装，动作熟练的职工每天能完
成两万只。

提供全方位服务
打造第二个幸福的“家”

工作有了着落，可残障职工是
否工作得安心、生活得舒心，一直是

包建武所牵挂的。用他的话来说，
“上班时秩序井然，休息时活泼热
闹，给他们提供第二个幸福的‘家’，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在一次车间巡检中包建武了
解到，员工之间发生不愉快、不按时
吃药导致病情发作、回家半路迷路
等情况时有发生。考虑到有不少职
工是智力障碍者，为此，他再次找到
叶圣海，决心为残障职工量身定制
多种康复场景。在原有“残疾人之
家”基础上，包建武对车间进行了改
造：休闲休息室、娱乐活动室安排在
窗边太阳晒得最舒服的地方，医务
室在车间通道旁，工位后方就有流
动图书室，食堂和健身康复室在二

层，乘坐无障碍电梯可轻松抵达。
细心的包建武，甚至还研究起

了最适合残障人士的作息规律，翻
遍资料后制定了详细的作息表：8时
30分上班，先进行服药随访、测血压
服务，随后是半小时生活自理能力
培养，再开始 90 分钟的劳动，其间
穿插1次热身操及户外锻炼，下午还
有健身舞及个性化课程。如今，小
小车间里不同功能区及设施一应俱
全，学校专职教师和心理医生全天
陪同，为他们提供生活照料、辅助性
工作、康复治疗、心理疏导等全方位
服务。“经改造的‘工疗型车间’里，
职工们不仅享受着工作、学习的乐
趣，还有志愿者带来的义诊、授课、
包饺子等活动。”在学校已经工作25
年的教师谢志玉，对车间的点滴变
化看在眼里。

家住乐成街道的赵女士，正在
车间里进行岗前培训。二级肢体残
疾的她，此前未曾有过一份正式的
工作。跑外卖的丈夫不仅要照料赵
女士，还得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

“她的家人对这里的工作环境很满
意。以后不仅无需专人照料，她自
己还能有一份收入。”刚刚同赵女士
家属通完电话的包建武，拨通用人
单位电话：“尽快和赵女士签合同
吧。”目前，企业不仅为职工们提供
免费餐食、缴纳“五险”，还每年按时
发放慰问品，组织员工体检、探亲、
旅游。

设置更严格要求
帮助更多残疾人找到工作

“目前乐清市已经有 8 间‘工疗
型车间’，100 多名残障人士实现了
自我价值。”在包建武的蓝图里，这

样的规模还远远不够，他的目标是
让残障人士不出镇、甚至是不出村，
在家门口就可实现就业。

为了给残疾人提供更好的生产
环境和工资福利待遇，现在，包建武
对引入“工疗型车间”的企业设置了
更严格的要求。

“企业纳税等级要达到 B 级以
上，安置残障人士员工不低于企业
员工总数 25%，产品要适合残疾人
进行组装加工。”对于每家意向企
业，包建武都亲自上门进行考察，

“企业的信誉度必须良好，关键是企
业家一定要有爱心。”

上门考察 30 多家企业，跑遍
17 个街道乡镇⋯⋯不久前，包建武
的梦想在乐清柳市镇长林村实现：
当地企业浙江康为电器配套有限
公司为方便残障职工上下班，将车
间直接“搬进”村里。“老包这一举
真是妙啊！既解决了我们的招工
难题，又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浙
江康为电器配套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振坝说。

“对于符合条件并落地‘工疗型
车间’的企业，根据国家有关促进残
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享受限
额即征即退增值税的福利。”在包建
武看来，工疗型辅助性就业最大好
处是可持续，以退税政策撬动残疾
人就业托养工作。

“宏奔、中兴、康为、东禾，现在
有 4 家企业设置了‘工疗型车间’。
残障职工可以像普通职工一样，在
企业干到退休。退休后在医疗、养
老等多方面都享有保障。”未来，包
建武还要感召更多的公益组织和爱
心人士加入到公益队伍中来，努力
实现残疾人在共同富裕路上“一个
都不少”。

乐清包建武打造“工疗型车间”，拓宽残障人士就业路

为特殊工人带来“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 章慧聪 共享联盟乐清站 吴梦梦

共富路上带头人人

包建武包建武（（站立者站立者））在在““工疗型车工疗型车
间间””指导残障职工组装电器零件指导残障职工组装电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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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建武

中共党员，乐清市残联原理事长

从事扶残助残事业近15年，
同家属累计捐资 100 余万
元，受助学生累计达 2000 多
人次。他成功打造“工疗型
车间”，为上百名重度残章
人士破解就业难题。

春夏之交，在舟山市普陀区六
横新润宇生态观光农业园内，一串
串翡翠般碧绿的葡萄挂满枝头。负
责人刘建民拄着拐杖灵活地穿梭其
间。他留着一头干净利落的板寸，
皮肤晒得黝黑。

“眼下是果实膨大期，也是葡萄
生长的关键时期，得经常来园内察
看，疏除畸形果、小粒果、过密果。”
说话间，他突然眉头一皱，一只手放
开拄着的拐杖，轻轻提起一串令他

“不满意”的葡萄仔细察看，修剪一
番后才安心放下。

刘建民今年 66 岁，30 多年前
他在一次抗台中失去右腿。面对
磨难，他没有放弃，而是勇敢闯出
了一片天。他说，要像“铁人”王
进喜那样，“有条件上，没有条件
创 造 条 件 也 要 上 ”。 除 了 自 己 创
业 致 富 外 ，他 还 努 力 帮 助其他残
疾人一起增收，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单腿大叔”。

“无论身处何种境
遇都不要轻言放弃”

“近几年，园内葡萄平均亩产
2500 斤左右，每亩毛收入可达两万
元。”刘建民看着满棚挂果的葡萄
藤，难掩欣喜。这份喜悦对他而言
来之不易。

1983 年，27 岁的他承包了一家
船舶修造厂。在一次抗台中，船坞
门突然倒塌把他砸在海水中。经过
抢救，刘建民最后还是右腿高位截
肢、左腿畸形。

船厂的主心骨倒了，跟随他的
人纷纷离去。而那一年，他的儿子
刚出生，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跌入
人生低谷的他咬咬牙告诉自己“一
定要挺过去”。在病床上他就开始
谋划今后的创业路。此后，他拄着

双拐闯荡，跑过运输，开过残疾车，
承包过土石方工程⋯⋯几年间积累
起数百万元资产，然而因一次错误
判断，不仅所有投资打了水漂，还负
债近百万元。

但是，放弃这个词似乎从未出
现在刘建民的人生词典中。2004
年，不服输的他在普陀区残联鼓励
下，和其他几名残疾人一起承包了
六横镇山西村 55 亩荒地用于葡萄
种植，开始了又一次创业。

2007 年 ，刘 建 民 种 的 葡 萄 旺
产。但由于品种落后且缺乏科学
的种植技术，导致葡萄甜度不够，
吃过的人都说太酸不好吃。眼看
满园的葡萄即将烂在地里，刘建民
只能厚着脸皮到六横镇各企事业
单位上门推销。很多人看他拄着
拐 杖 叫 卖 ，碍 于 情 面 买 下 所 谓 的

“爱心葡萄”。“老刘，明年这样的葡
萄不要再来推销了，我们直接出资
捐助你吧！”买下葡萄的同时，一位
单位负责人直率地说出了内心的

想法。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要强的
刘建民，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靠葡
萄品质打开市场。

为寻找优质高产且适合在舟山
种植的葡萄品种，行动不便的他前
往山东、江苏等地，向葡萄种植大
户“取经”。综合考虑气候、土壤性
质、地域特点等因素后，他引进甬
优 1 号、香悦等近 10 个优质葡萄品
种 。 优 质 品 种 还 需 好 的 生 长 环
境。2009 年，他放弃原先的露天葡
萄园，重新承包了 50 亩土地，开始
种植大棚葡萄。这一次，他更是全
心投入到葡萄种植中，整整两年，
以园为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 年，刘
建民的大棚葡萄甜度及品相都远
胜于从前，深受消费者好评，还远
销 上 海 等 地 ，当 年 便 创 收 30 万
元。“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要轻
言放弃，只要肯拼搏肯吃苦，一定
能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刘建民坚
定地说。

“把葡萄当作自己
的孩子一样培育”

“这个季节雨水多，葡萄最容易
得霜霉病、炭疽病等病害，一定要做
好预防工作。”“巡查”完自己的葡萄
园，刘建民又给同样种葡萄的残疾
人朋友刘丹梅打去电话叮嘱。

如今的刘建民已从葡萄种植的
“门外汉”成长为“土专家”。对农户
来说，他支的招基本都“灵光”。

蜕变的背后是刘建民 10 多年
不停的学习和摸索。就在刘建民
以为有了优质品种，又有了大棚，
只要悉心照顾，这些葡萄就会不断
结出“致富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
灾害却接连发生。有一次，他给四
五个月大的葡萄苗施肥，因没有控
制好剂量，导致六七十株葡萄苗一
夜之间全死了。还有一次，葡萄叶
片上长黑斑，由于防治不及时，黑
斑逐渐扩散至果实，并蔓延到周围

的好几亩地。
刘建民既心疼

又自责，但他不气馁。他一
有空就往舟山各个种植专
家办公室跑，还买了《葡萄病虫害
防治》《葡萄栽培技术问答》等专业
书籍认真钻研。他日夜守着葡萄
园，拄着双拐行走在田间地头，常
常弄得一身泥。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是把葡萄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培育”。

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很快，刘
建民就对葡萄的习性了如指掌。现
在，他不仅能迅速判断出葡萄是否
健康，还对每个阶段容易出现的病
症了然于心，常常未雨绸缪地指导
大家做好预防工作。

近年来，刘建民的生活越来越
好，不仅还清了外债还有了不少积
蓄。去年，仅靠种葡萄他的收入就
接近40万元。

“尽可能地帮助和
我一样的残疾人”

“老刘很热心，经常给我们帮
忙！”今年 70 多岁的干金士正在自
家葡萄园里忙活。10 年前，同样身
患残疾的他跟着刘建民一起种葡
萄，由于没经验，三天两头往刘建民
的葡萄园里跑，而刘建民总是毫无
保留地传授经验与技巧。干金士笑
着说，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自己也是

“老师傅”了，每年靠种葡萄就能增
收数万元。

在自己一步步致富后，刘建民
还不忘帮助周围的残疾人共同致
富。他鼓励有能力的残疾人种葡
萄，传授种植经验，还为他们提供生
产资料。“我自己是残疾人，所以深
知他们的不易。只要能帮助他们过
得更好，我愿意多做一点。”刘建民

感慨地说。
对于没有

条件自己搞种植的残疾人，刘建民
就聘请他们成为农业园里的员工。
10 多年前，刘建民依托自己的葡萄
园创立了六横新润宇生态观光农业
园。从那时起，就陆续有残疾人到
他这里打工。目前，园里的工作人
员中有一半是残疾人，每人每年都
有两三万元的收入。

老李就是其中一位，在农业园
打工已经有 10 多年了。因为听力
不好，老李曾给刘建民带来一些损
失。“有一次我们给葡萄覆膜，老李
拉着膜往前时，一不小心膜被枝丫
勾到，任凭我们怎么叫喊，他都没反
应。”刘建民说，一张价值 1000 多元
的新膜就这样破损了。尽管如此，
刘建民从未想过辞退他。从最初的
一天工资不到 100 元到现在的每天
240元，老李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劲
也过上了好日子。

“老刘不仅给了我一份工作，还
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多照顾。”在农业
园打工的另一名残疾人员工老陈
说，老刘的葡萄园就像一个“残疾人
之家”，很多残疾人会到他这里咨询
相关问题，比如如何申领补贴，有没
有新的助残惠残政策等。老陈回
忆，有一次，一位在附近船厂打工的
残疾人因与厂里人发生口角要被辞
退，老刘拄着拐杖跑了好几次帮着
说情，用工单位最终没有辞退他。

“踏踏实实靠双手过上好日子，
然后尽可能地帮助和我一样的残疾
人。”刘建民的愿望既简单又朴素。

普陀普陀““单腿大叔单腿大叔””刘建民自强创业刘建民自强创业，，带动周围残疾人一起增收带动周围残疾人一起增收

拄着双拐闯出“致富路”
本报记者 黄宁璐 共享联盟普陀站 丁琪蜜 通讯员 张海芬

刘建民

六横新润宇生态观光农业园董事长

1983 年，他在一次抗台中失去
了一条腿，之后以顽强的毅力
和永不服输的精神一次次创
业，最终靠种植葡萄致富。曾
荣获浙江省第二届“自强创业
之星”称号，并带动周围数十名
残疾人一起增收。

刘建民在葡萄园里查看葡萄长势。 本报记者 黄宁璐 摄

乐清首个乐清首个““工疗型车间工疗型车间””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