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把山东枣庄黄庄乡供电站农电工李明强保
留下来的汇款单排列在一起，足足有 12 米长。这特
殊的“汇款单”，见证了他的爱心之旅。

第一笔汇款，是他 1995 年寄出的。
当年 9 月，山东滕州市界河镇中西曹村年仅 28

岁的青年农民张广中，为抢救落水青年英勇献身。
他牺牲后，留下了 90 岁的奶奶、65 岁的父亲、4 岁
的女儿张琳琳和一个正在部队当兵的弟弟，家庭一
下子失去了顶梁柱。

几天后，一份署名“莫言”的 200 元汇款单，
通过界河镇政府办公室转给张广中烈士的女儿张琳
琳。此后的每个月，张琳琳都会收到 100 元汇款。

这一张张汇款单让张广中的父亲张尚顶摸不着
头脑，这位憨厚朴实的老农没有领取汇款，而是将
每张汇款单保留起来。按有关规定，过期不领的汇
款，邮电部门可以按原汇款人的地址退回，可界河
镇邮电支局也犯了难：“这无具体地址、无汇款人
真实姓名的汇款退给谁呢？”

1996 年 10 月，张广中的弟弟张广桥从部队退
伍后，张尚顶拿出这些汇款单，让他去寻找这位叫

“莫言”的好心人。查看这 2000 多元的汇款单，张
广桥发现汇款地址是同一个：枣庄市市中区。可市
中 区 这 么 大 ， 到 哪 里 去 寻 找 这 个 匿 名 的 “ 莫 言 ”
呢？1997 年 5 月的一天，一封署名“莫言”的来信
寄到了张尚顶手中，信中只有几行字：“老人家，
你们不必费心找我，我和广中是同龄人，他舍己救
人、见义勇为的高尚情操我十分钦佩，这些钱是我
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来的，只是在尽自己的微薄之
力。”信是用单位公用信笺写的，而顶端的单位名
称却被裁掉了。张广桥仔细地端详这封信，终于在
信纸底端发现有一行小小的数字。张广桥尝试着用
电话拨打这几个数字。电话通了，是枣庄市市中供
电局黄庄乡供电站，经询问，职工中没有一个姓

“莫”的。
张广桥没有泄气，他觉得“莫言”应该就在黄

庄乡供电站工作。在向黄庄乡供电站的负责同志说
明情况后，张广桥随即拿出一沓汇款单。面对熟悉
的字迹，供电站的老站长把腿一拍：“错不了，肯
定是他。”

老站长领着张广桥来到食堂，指着正蹲在地上
洗菜、穿着洗得发白旧衣裤的电工李明强说：“他
肯定是‘莫言’！”

原来，当年李明强在报纸上读到张广中的事迹
后，深受感动，他对妻子说，想为烈士家庭尽一点
力，今后每月出 100 元资助烈士的女儿。妻子非常
赞同：“就当我们多了一个女儿吧！”那时的李明强
每月工资仅 260 元。

后来，李明强坚持资助张琳琳完成学业，直到
她参加工作。2012 年 10 月，因为工作认真、成绩
出色，李明强被调到齐村客户服务分中心，担任安
全员。

李明强一向乐于助人。枣庄市齐村客户服务分
中心“代理妈妈”团队成立时，李明强就加入进
来，成为“代理妈妈”，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

2007 年，李明强从电视上看到，山东临沂市沂
水县黄山铺镇西黄庄村齐文山患有腿疾，生活困难，
两个孩子齐新焕和齐新凤面临辍学。李明强又每月给
这个贫困家庭寄 100元钱，有时还给他们寄去衣物包
裹，直到现在都没间断。如今，齐新焕和齐新凤姐妹
俩经常给李明强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

李明强说，100 元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能给
处于困境中的孩子们带来温暖。他长期资助贫困家
庭的事情被传为佳话，并影响教育着身边的人。他
所在的单位有越来越多的职工主动加入到“代理妈
妈”团队中来，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了 38 名孤困家庭
的留守儿童。

那一张张

匿名的汇款单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娄 倩

李明强在填写汇款单。 马 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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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29 日上午 10 点，在北
京金阳大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大厅，河北百年巧匠手工艺品公司的 6
名员工敲响新三板挂牌上市的钟声：河
北省第一家文化创意企业上市了。

这 6 名员工中，有 3 名是残疾人。
这家企业是河北石家庄市接收残疾人最
多的企业。

优先录用残疾人

2014 年 7 月，26 岁的聋哑姑娘李晓
雪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油画专业
毕业后，接到了远在石家庄的河北百年
巧匠手工艺品股份有限公司递来的橄
榄枝，和 10 余名同学一起，成为百年巧
匠的员工。经过近 1 年的实践，这个女
孩已经能够自如地在木板上绘制美丽
的画卷。

“这里主要采用嵌、烙、刻、绘工艺
技法制作装饰地板，我刚刚毕业，需要
先从‘绘’这道工艺做起。”李晓雪用手
语描述着她的工作内容。看得出，她很
喜欢这份工作。

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振新工业园的
河 北 百 年 巧 匠 手 工 艺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是集研发、制造、销售木绘拼花
产品为一体的现代文化企业。其独创

“东方木绘”工艺的专利技术，生产出
目前世界上惟一的“木绘拼花”实用
工艺品，获得了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
博览会金奖。

说起录用残疾员工的起因，公司董
事长裴艳丽的记忆定格在 2008年那个万
物萌生的季节。“那时公司刚成立，我偶
然从报纸上得知，一家工厂雇用残疾人
生产桃木剑，员工收入由销售情况决
定。由于产品卖不出去，导致员工生活
极度困难。当时我们就决定，同等条件
下优先录用残疾员工，绝不给残疾人造
成二次伤害。”

27 岁的梁玉洁是公司录用的第一批
残疾员工。“公司为了我们这些特殊员工
费尽了心血。”梁玉洁说，“公司把产品生
产流程精细分解为 130 道工序，根据我们
的残疾类型和程度，专门安排到不同的工
序上。像我这样的，就负责做不需要站到
工台上的镶嵌工艺。我现在成长为镶嵌
车间骨干，还带过好几茬徒弟呢。”

公司助残办公室主任张莉介绍说，
公司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残疾员工 50 多
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39 人。目
前，公司已经与 8 所全国重点特殊教育学
院建立了合作关系，还成为长春大学特教
学院听障毕业生就业基地。

爱的团体，家的温馨

2014 年 7 月，听障员工隋休樊的母
亲吕乐玉专程从吉林省赶到石家庄，对
百年巧匠进行详细考察。“你们公司为残
疾人考虑得太周到了，比我们做父母的
想的还全面。”临走前，她对总经理郭漫
笳说。隋休樊在公司收入不错，除了五

险外，还有住房、误餐、交通等各种补
贴，甚至还有专门的残疾补贴，收入一
点不比健全大学毕业生低。更让吕乐玉
意外的是，公司还专门设有单身员工周
转住房、食堂，并定期为残疾员工进行
健康检查，举办文体比赛等活动。儿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还有什么不放心
的呢？

家长放心的背后，是百年巧匠管理
团队超常的付出。郭漫笳说，“既然我们
下定了扶助残疾人的决心，就必须付出
爱心；既然我们选择让这些残疾人成为
公司的一员，就必须坚守良心。”

人格和尊严，是残疾人最容易受
伤的地方。公司注意平等对待残疾与
健 全 员 工 ， 各 项 规 章 制 度 一 视 同 仁 ，
尤其在细节上更注意保护残疾员工的
自尊。何谓注意细节？裴艳丽的解释
是 ， 想 残 疾 人 所 想 ， 急 残 疾 人 所 急 ，
学会换位思考。

来自石家庄的张益有轻微智障，负
责清洁工作，经常不管不顾地放声高
歌。郭漫笳要求大家在张益唱歌时绝对
不能呵斥他，甚至不能有厌恶的表情，
而是善意地提醒他唱的声音小一点大家
更爱听。这样一说，张益唱歌的声音变
小了，情绪却没受任何影响。

每年春节长假前后接送残疾员工，
是公司管理团队最忙的时候，用郭漫笳
的话说，是“全员出动”。每个人都给送
到火车站，还要把乘坐车次时间告知家
属，等到家属报平安了才放心。接时也
一样，要按车次时间一个个从车站接到
公司，再一个个给家属报平安。

让健全员工与残疾员工混杂居住，
并由健全员工担任宿舍长，是公司的一

项特殊制度。“主要是为了促进健全与残
疾员工之间的理解与关爱，让爱心办企
宗旨在全体员工身上得到体现。”副总经
理刘忠杰说。“其实与残疾员工相处特别
容易，你给他们一点好，他们都会记在
心里。”他说，有一年某著名歌手来石家
庄举办个人演唱会，公司想办法搞到 30
张票，优先满足残疾员工。没想到，残
疾员工提出应该让健全员工去，健全员
工提出应该让残疾员工去。“那种互相谦
让的场景，让我很感动。有这样一群爱
心潮涌的员工，企业没有理由搞不好！”

当这种爱心能够互相感染的时候，
爱就会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酷爱
古诗词并出版过个人作品集的聋哑男孩
何欣到北京进修的时候，向公司提出预
留岗位还要回来工作的请求；健全女孩
杨少慧到日本 3 年，还保留着同事留给
她的礼物⋯⋯

给你梦想的舞台

在河北百年巧匠手工艺品股份有限
公司，毕业于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聋哑
残疾人刘明明算个“名人”。2013 年 11
月，父母开着辆路虎车来接儿子回山西
大同结婚，随后为小两口在当地投资开
办了一家超市。可 4 个月后，刘明明又
跑回了公司，还把媳妇也带来了。他用
手语告诉记者：“在家里依靠父母成家立
业，不如在更适合自己的环境，为了梦
想打拼，这里是比家更有梦想的地方。”

支撑刘明明这样残疾员工梦想的，
是百年巧匠的飞速发展。公司靠技术创
新起家，是河北首家纯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试点单位，也是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除了技术创新，百
年巧匠的销售方式也独出心裁。在新开
辟的办公区，一排排崭新的电脑、专业
的服务器机房加上多个高清摄像头，构
成了公司体验式电子商务系统。

“在百年巧匠下了订单的客户，无
论 身 在 何 方 ， 只 要 打 开 我 们 的 网 站 ，
就可以看到生产车间的现场直播，从
不同角度和距离观看订购产品的生产
过程和进度，还可以和画师沟通，提
出自己的要求和想法。为方便国外客
户，网页还将设置多种语言。”郭漫笳
告诉记者。

冲刺新三板成功后，百年巧匠的二
次创业更加值得期待。“我们拥有自主研
发的专利技术 37 项，目前转化为生产力
的仅仅是 16 项，技术储备加上后续研
发，我们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郭漫
笳说。

爱心寄托情感归宿，创新支撑梦想
起航。百年巧匠的魅力，正如“我与公
司共发展”演讲比赛中一位员工所讲：

“百年巧匠，一双支撑你放飞希望的翅
膀，一方提供你搏击长空的天空，一个
发掘你成功潜质的地方，一座帮助你实
现梦想的殿堂！”

比 家 更 有 爱
——河北百年巧匠手工艺品股份有限公司助残纪实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王仲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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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公司总经理郭漫笳公司总经理郭漫笳 （（右右）） 在鼓励残疾人员工在鼓励残疾人员工。。

图②图② 百年巧匠百年巧匠——残疾人实现梦想的地方残疾人实现梦想的地方。。

图③图③ 公司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到社区参加公益活动公司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到社区参加公益活动。。 闫志国闫志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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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吉隆县萨勒乡位于中尼边境，
蜿蜒曲折的界河曲松多河流经该乡，河
对岸便是尼泊尔。尼泊尔发生 8.1 级地震
时，萨勒乡下辖的 7 个行政村、5 个自然
村距离震中不过几十公里。

地震发生时，房屋在顷刻间倒塌，
乡政府附近的萨勒村和萨勒乡完全小学
相继传来哭喊声。“分两路，一路马上去
学校把学生老师都撤出来，一路赶紧去
村里救人。”刚刚从屋里跑到院子里清点
完人数，萨勒乡党委书记拉旺平措就立
即对乡干部大喊。萨勒乡党委在第一时
间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开始自救。

得知萨勒村一位村民被埋，几位干
部冒着落石危险，硬是把人挖了出来，
并迅速抬到乡卫生院空地进行抢救。

地震后不久，乌云密布，下午 3 点左
右，地震后的第一场雨落在了萨勒乡。“一
下雨更冷了，关键是我们储备的救灾物资
都压在废墟里。”乡长赵文森说。勉强找
到了 25 顶帐篷，村民们便三三两两挤在
了一起。附近的卡帮村和郭巴村等，也用
塑料薄膜等搭起简易帐篷。整整一个下
午，乡干部们忙着搭帐篷、安抚群众、从废
墟里找吃的，裤腿上全是稀泥。好不容易
从废墟里找到了一袋大米，煮了 3 锅粥，
优先保证老人、孩子、伤员的需求，暂时解
决了临时安置在萨勒村的 200 多名村民
的吃饭问题。

震后第一晚，没有多余帐篷、多余
食物，也没有饮用水，萨勒乡在艰难中
度过，但萨勒乡各村 1800 多名村民基本
没有淋雨。为安抚群众，乡干部至少半
小时要巡逻一次。“几趟下来全身都湿透
了。为给大家取暖，也为让群众看到亮
光，知道我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就不会
那么害怕。我们就找来一些柴火，冒着

雨生了一堆篝火。”拉旺平措说。
天 ， 终 于 亮 了 ， 但 是 萨 勒 乡 的 情

况并没有好转。唯一能吃的只有前一
天晚上剩下的半锅粥。“再加半锅水，
煮成一锅稀饭，老人、孩子、伤员优
先吃，剩下的再匀着分。”经过商量，
4 月 25 日连夜赶来救援的萨勒乡抗震
救灾指挥部总指挥、政协吉隆县主席

刘永祥和萨勒乡党委班子讨论出简单
的分配方案。

指挥部的救灾人员和党员干部大部
分都没有喝上一口粥。忍着饥饿，乡干
部再次走访和核实了各村的受灾情况，
发现两位产妇即将分娩。没有催产素，
没有一次性使用产包，没有止血药。怎
么办？万幸的是卡帮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36 岁的米玛罗布是吉隆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已为 500 多个产妇接生过，经
验相当丰富。在乡党委的组织下，米玛
罗布有惊无险地为两位产妇平安接生，
震区迎来了新生命。

两位地震宝宝诞生当天，吉隆县副县
长普布多吉带着帐篷、棉被、方便面、矿
泉水、糌粑等救灾物资，边修路边挺进萨
勒乡，终于在中午时分到达，帐篷有了、
穿的有了、吃的也有了，受灾群众的生活
希望也有了⋯⋯

萨勒乡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党员干部
来不及休息，就忙着分配人员搭建帐
篷、分发物资，分小组负责落实村民们
的吃、住、穿、用、医等一系列问题。

“在灾难面前，我们要以行动告诉群众，
我们始终和他们在一起。”拉旺平措掷地
有声。

午 饭 时 分 ， 走 进 产 妇 嘎 琼 家 的 帐
篷，她正在轻声哼唱着哄孩子入睡。“没
有乡党委和党员们的帮助，没有米玛罗
布医生，我的孩子也不会这么顺利地出
生。虽然家里的房屋倒塌了，但是我们
不怕，有党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
生活会好起来的。”嘎琼看着怀中熟睡的
孩子微笑着说。

从 拉 多 拉 山 顶 俯 瞰 河 谷 内 的 萨 勒
乡，安置点里炊烟袅袅、田野里麦浪滚
滚，而红旗下的萨勒乡村民，正在开始
他们新的生活。

始终和群众在一起
——记西藏吉隆县萨勒乡党委

本报记者 代 玲

萨勒乡党委书记拉旺平措（左一）、萨勒乡人大主席边巴次仁（左二）和党员干部为

拉比村村民背运救灾物资。 卢明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