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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腿大叔”刘建民：
自己富不算富，带着残疾人一起富

阴记者 李伊娜 文/摄 通讯员 张海芬

六横的刘建民今年66

岁，30多年前他在一次抗

台中失去了一条腿。

面对磨难，他自强不

息、踏实肯干，用残缺的独

腿闯出了一片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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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为此，他不顾辛劳，帮助其

他残疾人一起致富，成为

促进舟山残疾人共同富裕

的一股先锋力量。

有人说，在共同富裕

的进程中，残疾人实现共

富更能体现“共同”的内

涵。刘建民正是用自己的

点滴力量践行着这一说

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带

动和引领，帮助更多残疾

人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葡萄园除了种葡萄，还可以很“暖”

“老刘可是我们生态观光农业园的董事

长。他不仅给了我一份工作，还在生活方面对

我诸多照顾。”在葡萄园打工的另一位残疾员

工老陈告诉记者，他一直和老母亲相依为命，

他们一家都很感谢老刘。

“我们都把老刘的葡萄园称为‘六横残

联’，因为很多残疾人会到他这里咨询相关问

题，比如如何申领某一类的补贴，有没有什么

新的助残惠残政策等等。”老陈笑着说，这里

就像一个残疾人之家，镇上大多数残疾人都

知道这里，都认识刘建民。

“有一次，一位在附近船厂打工的残疾人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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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作，用工单位

终于又留下了他。之后，他常来这里看老刘，

就为表达谢意。”

“台门村有个残疾人见老刘搞葡萄种植

搞得好，多次来这里向老刘咨询。老刘总是耐

心地跟他交流经验，还免费送他有关葡萄种

植的专业书籍。听说他现在也有了自己的葡

萄园。”

“老刘的葡萄园不仅是我们打工的地方，

也是我们交流的地方。大家在这里既赚到了

钱也找到了被认可的感觉。”

……

在葡萄园打工的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表

达着。听着这些跟刘建民有关的讲述，记者也

有了些许感动。作为一个残疾人，能把自己的

日子过好就已经十分不易，更何况是帮助其

他残疾人。而这种帮助似乎不只是物质层面，

它间接地升华到了精神层面。

“我就是一个种葡萄的。我的愿望很简

单，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地靠双手过上好日

子，给大家种出又好吃又健康的葡萄，然后尽

可能地帮助和我一样的残疾人。”刘建民谦虚

地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

少。正是有了像刘建民这样的先锋力量，才让

舟山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了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为全力保

障全市广大残疾人在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道路

上“一个都不掉队”，舟山涌现出诸多典型。比

如身患眼疾的郑文波就通过艰辛求学在定海

和新城开了两家推拿店，并优先录取盲人推

拿师，帮助更多盲人获取幸福，实现富裕，还

有来自岱山身残志坚的张富良，自主创办东

沙镇鸿达电机厂，并依托企业建立“残疾人之

家”，使100多名重度残疾人实现辅助性就业
或得到日间照料服务，享受最低工资劳动报

酬及“五险”待遇。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残疾人共享美

好生活。希望未来，舟山残疾人的生活品质会

得到新改善，民生福祉会达到新水平。幸福路

上一个都不少。”刘建民说。

看着刘建民袁记者由衷地钦佩遥
他就像自己最敬重的 野铁人冶王

进喜那样 袁做到了 野有条件上 袁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冶遥

这句座右铭自始至终激励着

他袁让他从未放弃遥
不仅如此 袁 刘建民还尽最大的

力量为舟山的共同富裕之路 野添砖
加瓦冶袁哪怕只是微薄之力遥 在他的
带动和帮助下袁 那些身残志坚的同
伴也活出了最美的样子 遥

野我们虽然改变不了身体残疾 袁
但我始终相信只要自强自立袁 什么
事情都能过去遥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
人袁做的也都是平凡小事袁但我愿意
带领尧 影响更多残疾人一起做好这
些小事袁 哪怕只是种一株好吃的葡
萄遥 冶

刘建民的话虽然朴素却实实在

在袁 他的所作所为也的确展现了一
种先锋力量遥 接受采访的一位残疾
人表示袁舟山若能涌现出更多的 野刘
建民 冶袁那残疾人 野全面小康路上一
个都不能少 冶尧野共同富裕路上一个
也不能掉队冶的愿望就会更快实现遥

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志遥 今后袁希望全舟山能积聚力
量袁在市残联的引领推动下袁促进残
疾人全面发展及共同富裕袁 不断提
升他们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遥

“单腿大叔”刘建民看着满棚冒出新芽的

葡萄藤感慨万千，一想到今年夏秋葡萄丰收，

难掩喜悦。这种喜悦对他可谓来之不易。

1983年，27岁的他刚承包了一家船舶修
造厂不久，一场强台风的到来摧毁了他的船

厂，船坞门突然倒塌把他砸压在海水之中，经

全力抢救，刘建民还是右腿高位截肢、左腿畸

形。

之后，他当过福利厂的供销员，跑过运

输，开过残疾车，承包过土石方工程……2004
年，在普陀区残联的鼓励下，刘建民联络其他

几名残疾人合伙承包了六横镇山西村55亩荒
地用于葡萄种植。

2006年，刘建民种的葡萄挂果了。可是，
由于品种落后且缺乏科学的种植技术，导致

葡萄甜度不够，消费者都说太酸了不好吃。

眼看满园的葡萄即将烂在地里，刘建民

觍着脸到六横镇的一些企事业单位上门推

销。很多人看到他拄着拐杖叫卖，被他的精神

和努力感动，慷慨出资相助。

“如果明年还是这样的葡萄你就别来卖

了，我们直接捐助你吧。”碍于情面买下葡萄

的同时，一位单位负责人直率地表达了意见。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刘建民，他要让自己

的葡萄真正受欢迎。

之后无数个日夜，刘建民拄着拐杖行走

在凹凸不平的田间地头，向有经验的葡萄种

植户请教，卷起的裤腿里都是泥土；多次到农

科所找专家咨询，到处打听着参加葡萄种植

培训……

2009年，刘建民放弃原来的露天葡萄园，
独自在六横镇长山咀村重新承包了 50亩土
地。专门到青岛、上海、杭州等地考察调研，

借钱采购了一批优质种苗，开始种植无公害

大棚葡萄。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年，刘建民的大棚
葡萄初见成效，口味及外观远胜于从前，深受

消费者的好评和认可。自那之后，他生活越来

越好，还清了几十万元外债，去年一年，刘建

民种葡萄的收入就接近40万元人民币。
“无论身处何种境遇请不要轻言放弃。只

要不怕吃苦，永远都能靠自己的双手致富。”

刘建民想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跟他同样的

人。

“人活着总要想着干点什么，多创造点价

值。而且，有了能力以后我才能帮到更多人。”

刘建民通过多种手段致富之后，他还坚持帮

助包括残疾人在内的许多生活困难人员一起

走出贫困。因为他觉得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

富了才算富。

聋哑人老李就是其中一位。自打刘建民

2009年种植大棚葡萄起，老李就在他这里打
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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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
己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老李跟着我的时间最久，他虽然不能说

话，但干起活来很卖力。”刘建民说，老李自己

是聋哑人，爱人是肢体残疾人，一家人过得艰

难。“我就是想让他们一家吃得好些，穿得好

些，慢慢富裕起来。”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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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被评为

省级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从那时起，就陆陆

续续有残疾人到他这里打工。目前，他葡萄园

里的10名工作人员，其中4名残疾人，6名低保
户，他们每人每年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

“我自己是残疾人，所以深知残疾人的不

易。我希望能尽力帮助他们，让他们过上好日

子。”刘建民告诉记者，相关部门也会给他提

供一些补助，用于为残疾员工支付工资。

“没有大家的助力，我的葡萄园也不会发

展得越来越好。所以日子好了以后我也想回

馈社会。”刘建民微笑着说，“借这个机会，我

想感谢一下六横的相关部门和区上及市上的

残联。谢谢他们通过多种方法帮我打通销售

渠道，为我介绍外地客户，还鼓励我在自家农

场建立了采摘园，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

摘。”

“每年葡萄丰收的时候，我们也会来这里

打打零工，赚个零花钱。老刘都会足额给我们

发工资，从不拖欠。”一位附近的村民告诉记

者。

“以人为本，帮贫扶残，携手合作，共同致

富”是刘建民生态观光农业园的宗旨。走出困

境的他如此说也如此做。

“我的葡萄园还是太小，不能为更多的残

疾人和生活困难人员提供岗位，但能出一份

力算一份力。”刘建民说，希望他的所作所为

能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帮助残疾人，为他们提

供更多可能。

酸葡萄不好吃，碍于情面不好看

想多干一点，也想帮助更多人

记者手记

刘建民行走在自己的葡萄园中

葡萄园挂果的样子（受访者提供）

刚出芽的葡萄藤

刘建民的葡萄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