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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環境建設是

殘疾人參與和融入社

會的重要前提，國務

院多次頒佈相關條

例，對全面推進城鄉

無障礙環境建設進行

部署。作為一名殘疾

人，今年27歲的安徽

青年程學挺深知無障

礙設施的重要性。在

經歷坎坷求職路後，

他選擇自主創業，投

身無障礙設施的研發

和推廣，致力於生產

更多適合殘疾人需要

的無障礙產品，與此

同時，他還幫助20餘

名殘疾人就業，今年

被評為「全國最美青

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玲傑、陳敏

通訊員王領合肥報道

2004年，合肥市廬陽區率先在安徽省建立了第一個創業
園—百幫創業園，旨在為創業者提供場地，落實各項優惠政
策，使他們得以在寬鬆的環境中創業。2012年百幫創業園被
人社部認定為「全國創業孵化示範基地」。
據了解，進入百幫創業園的企業，可享受3年內減半繳納

場地租賃費、1年內減半繳納水電費等管理性費用，同時，創
業園還為創業者提供政策諮詢、專家指導、項目推介、小額
貸款等創業服務。截至目前，百幫創業園先後迎來297家初
創企業入駐，創業孵化成功的企業達210家，1.3萬餘人在園
內實現創業就業，孵化成功率達到80%以上，為國家貢獻稅
收過億元。

優惠政策助創業優惠政策助創業 租金水電費減半租金水電費減半 ■■合肥市廬陽區百幫創業合肥市廬陽區百幫創業
園已成功孵化多間創業企園已成功孵化多間創業企
業業。。 記者趙臣記者趙臣攝攝

安徽男身殘志堅安徽男身殘志堅

研發無障礙設備研發無障礙設備
程學挺是安徽省安慶市懷寧縣人。1歲時，一場

意外導致他的雙手及雙臂嚴重燒傷。「當時由
於拖延了幾天家裡才把我送到醫院，導致傷勢惡
化。」治療不及時導致程學挺的左手五指全部萎
縮，右手只剩兩根手指，直到現在，他的手臂上還
留有當時燒傷的疤痕。為了給程學挺治病，家裡欠
下了幾萬元債，但父親堅信只有讀書才有出路，硬
是將程學挺供上了大學。

身揣500元大膽創業
大學期間，想減輕家中負擔的程學挺利用寒暑假

打工賺學費。第一份兼職，負責人嫌他手部有殘
疾，程學挺積極爭取，表示只要一半工資，但仍未
被錄用。在多次找兼職被拒後，程學挺索性自己批
發服裝，擺地攤掙學費。畢業後的程學挺求職路依
舊坎坷，他曾在一家超市工作半年，然而他的能力
不僅不被認可，還受到領導言語上的不尊重，這讓
程學挺難以接受，最終他決定辭職。

導航盲杖預月中上市
一次偶然的機會，程學挺參加了合肥市廬陽區組

織的創業培訓課程後深受啟發，他開始關注與殘疾
人有關的無障礙設備產業。經過調研，程學挺了解
到，近年來國家針對無障礙推出多項政策支持，同
時這個領域做的人並不多。「自己作為殘疾人，更
清楚這一群體的需求。」當時只有500元錢的程學
挺大膽創業，成立合肥全納無障礙科技有限公司，
從最基本的扶手、枴杖等產品做起。

辦公場地及啟動資金是程學挺創業面臨的第一難
題。後來，廬陽區百幫創業園免費為其提供200平方
米辦公區，廬陽區政府也幫他爭取了20萬元的無息
貸款。創業路並不輕鬆，程學挺總是帶頭幹活，有一
次公司接了安徽高速服務區無障礙設施鋪設項目，他
帶着員工在高速服務區幹了兩個多月，為節省成本，
他們晚上就在服務區的地上鋪個紙箱子睡覺。
程學挺說自己不怕吃苦，他希望證明殘疾人也可

以為社會貢獻力量。靠着誠實守信的態度和高性價
比的產品，公司今年上半年營業額已有200多萬
元。目前，公司與安徽高校合作研發高科技無障
礙產品，最新研發的電子導航盲杖預計將在10月
中旬投入市場。程學挺估計，今年營業額可以突
破400萬元。

自身的求職經歷，讓程學挺深知殘疾人就業的困難。在創業之初，程學挺就將公
司定位為殘疾人創業企業，面向社會招收殘疾人員工。程學挺坦言，每位殘疾人都
十分珍惜就業機會，他希望在自己的公司裡，殘疾人都被平等對待，未來可以打造
中國首家萬千殘疾人企業。
公司的第一位員工是21歲的王偉，他是一名小兒麻痺症患者，2013年大專畢業後

來到這裡，現在負責管理公司日常工作。王偉用並不清晰的口齒告訴記者，他對這
裡很滿意，也在盡最大努力幹好這份工作。與王偉一樣，23歲的凌梅也十分喜歡這
裡的工作氛圍，大家互幫互助完成每天的工作，工作之餘公司還會不時地組織聚
餐、唱KTV等活動。目前，公司招聘了21名殘疾人員工，程學挺根據每位員工的情
況安排了相應的工作，並為他們提供食宿，還會定期開展員工培訓，提高他們實踐
能力。

望打造殘疾人企業望打造殘疾人企業 員工可獲平等對待員工可獲平等對待

■公司定位為殘疾人創業企業，招收殘疾員工。圖
為程學挺及部分員工合影。 記者趙臣攝

■■程學挺總是帶頭幹程學挺總是帶頭幹
活活，，這是他在組裝無障這是他在組裝無障
礙扶手礙扶手。。本報安徽傳真本報安徽傳真

■■圖為程學挺的公司研圖為程學挺的公司研
發發、、銷售的無障礙設施銷售的無障礙設施
產品產品。。 記者趙臣記者趙臣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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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瓊芬不萬瓊芬不
但傾心服務但傾心服務
社區居民社區居民，，
還協調修建還協調修建
社區道路社區道路、、
組織植樹添組織植樹添
綠綠。。
本報雲南本報雲南

傳真傳真

萬瓊芬生前工作的長安社區辦公室，仍照原樣
佈置；走廊上的公示欄仍張貼着她的照片。

「每天上班，都會不自禁地向其辦公室張望，彷
彿她並未離我們遠去。」社區副主任郭鳳萍說。
爭相向記者講述萬瓊芬往事的一個個百姓，話未
出口淚滿襟。雖然他們的講述斷斷續續，往事也
是零零星星，但萬瓊芬的形象漸漸鮮活。

祖孫孤苦相依 幸得「女兒」盡孝
王玉林老人一生育有兩個女兒，卻至死也只承

認只有一個女兒萬瓊芬。王玉林中年喪妻，大女
兒因販毒被判刑，刑滿釋放後再次吸毒染病死
亡；二女兒也因販毒獲刑。十多年來與外孫女王
婭相依為命的王玉林，患嚴重肺病和痛風，且無

經濟來源，陷入絕望。萬瓊芬為老人和孩子申請
了低保，還常常送米送油；還自掏腰包讓其打針
服藥。王玉林生前逢人便說：「老瓊待我勝過親
女兒！」此後，王玉林突發腦溢血去世，無人照
顧的王婭成了萬瓊芬呵護的對象，夏天買襯衫、
冬天備好保暖內衣，還為王婭申請到省城親子學
校免費上學，每學期為王婭買足學習用品。如
今，王婭已成家，萬瓊芬又為她申請了一套經濟
適用房。

母子抱頭痛哭 數度哽咽昏厥
萬瓊芬在醫院去世的噩耗傳來，王婭輾轉趕

到醫院，失聲痛哭：「萬媽媽，叫我怎麼報您
的恩哪！」

未被生活的重壓擊垮，卻因萬瓊芬的離去而數
度昏厥。張美芬哽咽着對記者說：「如果可能，
我願意換回萬大姐！」兒子12歲時突患精神分
裂症，張美芬和丈夫怕他在外惹事，只好天天把
他關在家裡，兒子因此變得更加暴躁。無助之
下，張美芬撥通了萬瓊芬的電話，沒想到萬瓊芬
竟第一時間趕到，把兒子送到專科醫院接受正規
治療，又帶張美芬奔走相關部門，讓兒子終身免
費服藥。此後，只要一有困難，張美芬首先想到
的就是萬大姐，她亦有求必應。女兒去年考上大
學，萬瓊芬又送來行李箱、路費、學習和生活用
品，並協調到1,000元錢補貼。
噩耗傳來，張美芬對已23歲的兒子說：「我
們的大恩人不在了。」言畢，母子抱頭痛哭。

「社區的大事小情、家長裡短，她都裝在心中，唯獨沒有
自己。」郭鳳萍的語氣有些「抱怨」。萬瓊芬去世後，社區
工作人員在其遺物中發現數張單據，是她為在外居住或務工
的居民墊付養老保險金和其他費用的單據，同事張萍說：
「多年來，她從來不抱怨為誰墊付了費用。有人幾年還不
上，她也閉口不提。」

生活捉襟見肘 幾年難添新衣
萬瓊芬對困難百姓無私，對自己卻「摳門」、「小氣」。

郭鳳萍介紹，社區剛成立時，她的工資才500元，最近幾年
才漲到了2,000元，既要維持家庭生活，又要資助困難百姓，
還要時常為人墊付一些費用，其本人生活捉襟見肘。
郭鳳萍印象最深的是，萬瓊芬常年衣着樸素，幾年也難得
為自己添一件新衣，衣袖和褲腿都磨出了毛球，勸她買件新
衣，她總是說「能穿就行」。記者在萬瓊芬的辦公室見到其
同學聚會的合影，身穿黑色短袖T恤的萬瓊芬，在衣着鮮亮
的同學中，顯得有些刺眼。
萬瓊芬人緣不錯，社區居民有病痛，她都熱心幫忙聯繫醫
院。李榮仙在外打工時被查出患上腫瘤，萬瓊芬通過自己的
同學為其聯繫了專科醫院，成功手術。萬瓊芬日漸消瘦需入
院檢查，卻因送醫太晚，全身器官衰竭而倒在醫院。李榮仙
清晨在市場買菜時，從他人口中聞悉噩耗。當時，她還罵了
議論此事的人「說渾話」！隨後，李榮仙顧不上買菜，跌跌
撞撞趕到社區證實了消息後，哭暈在辦公室。說起這些往
事，郭鳳萍噓唏不已，擦起了眼淚。

敬老護幼排憂解難敬老護幼排憂解難 小事大愛鄰里感恩小事大愛鄰里感恩

雲南省瀘西縣中樞鎮長安社區51歲的社區主任萬瓊芬病逝

日前出殯，許多居民自發前往弔唁，如潮的人流、長長的隊

伍，悲慟失聲，其情其景，令人動容！ 作為一個社區工作

者，萬瓊芬沒有驚天動地的舉動，卻以一樁樁、一件件感人

至深的小事，贏取了鄰里的愛戴。雖已去世三個月，但談及

萬瓊芬的點點滴滴，社區居民、街坊鄰里仍難忍落淚。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雲南報道

社區主任病逝社區主任病逝
街坊排長隊送行街坊排長隊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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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瓊芬娘家有兄弟姐妹9人，她出嫁
後，仍一直照顧父母弟妹。年邁的父母
相繼患病，父親病情日漸惡化，雙目失
明、癱瘓在床，全靠萬瓊芬照顧。老人
常說：「因為有老瓊照料，我才活到七
十多歲」。父親去世後，萬瓊芬每天為
母親買菜買藥洗衣，每周為她洗澡、更
衣。其實，「萬瓊芬在家也是孝順女兒
和賢惠媳婦。」與萬瓊芬既是好友又是

同事的郭鳳萍說。

言傳身教 母慈子孝
萬瓊芬的夫家兄妹也比較多，當時

除姐姐出嫁外，其餘的都未成年，她
和丈夫承擔了全家的生活開支，弟妹
們的婚事都是她一手操辦。弟妹們相
繼成家分開後，她和丈夫還一直贍養
老人。近20年共同生活，她從未與
公婆吵過嘴、紅過臉，只要她在家，
家務活從不需老人動手。逢年過節，

她總是把節日用品購齊，把弟妹們請
來，全家團團圓圓過年過節。「托老
天爺的福，我家娶了一個知冷知熱的
好兒媳。」公婆常把這話掛在嘴邊。
多年來，萬瓊芬對父母長輩的孝

敬，對丈夫子女的愛意，對社會老年
人的關愛，潛移默化地影響兒子的一
言一行。天氣稍有變化，在外上大學
的兒子就會打來電話，讓母親添衣保
暖。「這就是母慈子孝啊！」社區居
民感歎說。

贍養父母公婆贍養父母公婆 負擔弟妹開支負擔弟妹開支

■萬瓊芬（左）資助困難家庭
毫不吝惜。 本報雲南傳真

■因家庭變故
成為孤兒的王
婭(中)，成為萬
瓊芬(右)呵護的
重點對象。
本報雲南傳真

■■前來弔唁的百姓和自發送來的花圈前來弔唁的百姓和自發送來的花圈，，
排出長長的出殯隊伍排出長長的出殯隊伍。。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