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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培训班
让他与残疾人帮扶事业结缘

7月1日一大早，记者来到了位于陇海路和
华山路交叉口昆仑华府西门的阳光家园。初进
这里，各种艺术品的摆设以及墙上到处挂着的
风格各异的画作，让人以为到了一个艺术中心。

崭新、明亮、干净有序的阳光家园，并不像
通常大家印象中的残疾人活动场所。残疾人活
动设施很齐全，有残疾人专用的运动器材，还有
各种理疗室、活动室。几位护工陪着几名残疾
人在门口悠闲地坐着，一切都很和谐。

李炜东的办公室很窄小，一个长长的文案
台占去了一半面积。在这里，他向记者说起了
他与残疾人事业结缘的故事。

1989年，李炜东大学毕业。当时大学生都
包分配，他被分配到郑州印染厂工作。在那个
年代，一个大学生在单位是很吃香的，也许是
天生有股折腾的劲儿，李炜东只工作了 4 年就
毅然决然地出来自己单干了。

1993年，他成立了一个装饰公司，也正是这
个装饰公司让他开始了他的帮扶残疾人之路。

2007 年，装饰公司在北大学城施工时，恰
好碰到一些聋哑人，聋哑人对设计师们熟练操
作设计软件非常羡慕，也表达了想学习的意
愿。当时正好公司设计师办的有培训班，李炜
东就挑了家里相对较为贫困的 20 多名聋哑人
进行免费教学。

这种设计班一般普通人学 3 个月就能学
成，但因为沟通等问题，这些聋哑人学了5个多
月。艰难的学习并没有让他们退缩，而是更加
刻苦和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学成之后，这批聋
哑人也都顺利地找到了接收单位。

这件事让李炜东感触很深：“我所做的一
件小事，可能改变了他们整个人生的轨迹，真
的很有意义。”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思索
要专心地投入残疾人帮扶事业，他的人生也开
始了转折。

掐丝珐琅画
让残疾人养活自己成为现实

时机总是凑得很巧。2008年，河南省残联
下发文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残疾人帮扶事
业。于是，2008 年年底，李炜东开始筹办托养
康复中心，到 2009 年 3 月底，残疾人托养康复
中心“阳光家园”就在中原西路建成了。后因
拆迁等问题，他们又陆续搬到马寨工业区等
地方，最后几经波折，于今年5月份落脚在了陇
海路华山路口的昆仑华府。

这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艺术性非常强，
琳琅满目的画作、各种设计感极强的小物件，
处处彰显着李炜东的良苦用心：把这些孩子们
当正常人看待，让他们能自力更生，自己养活
自己。

为了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李炜东
多番探索，最终摸索出了一条路子：掐丝珐琅
画。这种画一般是在金、铜胎上以金丝或铜丝
掐出图案，填上各种颜色的珐琅，工序虽多，但
每个步骤都可分解，适合聋哑孩子或者有劳动
能力的残疾人进行学习。

就这样，“阳光家园”开始免费培训一些有
劳动能力的残疾孩子学习掐丝珐琅画的制作
工艺，学成之后可以在家进行创作，然后将画
作拿到阳光家园代售。还有一部分比较优秀
的孩子则直接留在了“阳光家园”的工作室工
作。孩子们做得认真，作品也慢慢得到认可，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在这里定制画作了。
李炜东的这条路子成功了。

说起孩子们，李炜东总是很自豪：“前几
年，六七名孩子苦战两个多月创作了一幅主题
为黄河壶口瀑布的掐丝珐琅画，在郑州美术馆
展览了 3 次，得到了郑州美术馆专业人士的一
致认可，现在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77岁退休教师
义务管理一个大家属院
家住文化宫路社区科技绿苑的王家珍今年77岁，是一

名小学退休教师，也是一名有着34年党龄的优秀党员。作为
一名志愿者、支部宣传委员，退休之后，她一直义务管理着一个有

将近2000人居住的家属院。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靳小莉

经常在楼院内巡逻
家属院内人员多、琐事也多，王家珍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入户登记，就主

动帮忙，对态度不好的居民耐心讲解，克服困难，协助社区把入户工作完善好，
减轻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为了让家属院的居民有一个安全整洁的生活环境，王家珍经常在楼院内巡逻，并

帮助社区张贴居民安全小常识，提醒居民防火防盗，抽空打扫楼院卫生，浇花施肥。碰到
下雪天气，阿姨还主动铲雪，虽然有时候累得腰酸背痛，但她却说这都是举手之劳。

传递正能量，从你我做起
一次，院里更换暖气管道，影响了一个居民的停车位，该居民比较生气，阻挠安装施工，

王家珍就与其他住户一起劝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说服了这名居民，为居民用上暖气
赢得了时间。但这次的事却让王家珍大病了一场，心绞痛住进了医院。大家去看望她时，她说自己

不后悔，为大家谋福利很开心，很值得。
平常不忙的时候，王家珍还主动帮忙为院里刚出生的小孩儿做棉衣。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传递正

能量，就应该从你我做起。”

为了这份事业
老母亲曾卖掉房子支持他

谈起家庭，李炜东有些复杂。他
说，妻子非常不理解他为何对残疾人
帮扶事业如此着迷，2009 年就和他办
理了离婚手续。“但老母亲非常支持
我，我最难的时候，老母亲卖了房子支
持我。”想起那段艰难的日子，李炜东
眼眶有些红，他说，当时为了帮扶中
心，工程款要回来一笔就投进去一笔，
亲戚朋友也都借遍了，总算是支撑了
下来。每当看到有残疾孩子在这里学
成找到工作，“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高
兴的事啦！”

李炜东的女儿今年刚刚大学毕
业，考上了研究生，刚回郑州就来到

“阳光家园”做志愿者，这种传承也许
刻印在了基因里。

李炜东近十年的坚持没有白费，
他创办的“阳光家园”是河南省唯一一
个国家级的“阳光家园”示范机构，这
样的中心全国也只有14个。

李炜东说，他目前最大的愿望
是搭建一个志愿者义工队伍，能让
志愿者们和残疾人进行互动交流，
传道授业，让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
重 新 回 归 社 会 ，所 谓 的“ 帮 助 一 个
人，解放全家人”就是这个意思。“这
份事业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也希望
有 更 多 的 人 来 关 注 残 疾 人 这 个 群
体，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
一个”。掐丝珐琅画的工作室也
一直免费向残疾人开放，想学
习一技之长的都可以来这里
找 到 朋 友 、找 到 温 暖 、找
回信心。知名自

媒体人咪蒙最近说，她
特别相信一万小时理论，即“要

想在某一个领域做好，你一定要有一
万个小时的积累”。郑州市中原区残疾
人托养康复中心主任李炜东就是这么一
个人，他在残疾人托管和帮助残疾人就业的
领域已经奋战了将近10年。凭着一个要帮
助残疾人就业的心愿，他创办了阳光家园，
在这里，许许多多的残疾人完成培训并就
业，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李炜东说，这
是他以前、现在、未来将一直努力的
事情。记者 张改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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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正在认真制作
掐丝珐琅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