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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泗水县，有一群身残志坚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坚韧和智慧，书写了一
段段自强不息的创业传奇。尽管命运
对他们设置了额外的障碍，但他们从
未向生活低头，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和
不懈的努力，走出了一条条属于自己
的兴业之路，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的
提升，而且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共
同迈向了小康生活。

泗水，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见证
了无数残疾人从困境中崛起的感人故
事。他们之中，有因意外失去劳动能
力的青年，有天生残疾却心怀梦想的
创业者，有面对生活重压依然保持乐
观态度的勇士，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
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种植成为许多残疾人创业的首
选，他们利用家乡丰富的自然资源发
展特色种植业。有的专注于蔬菜的
种植，利用生态种植技术生产出了高
品质的农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
可；有的则投身于果树种植，通过精
心培育，让一片片荒山变成了花果
山，不仅美化了环境，也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收益。加工和养殖业也是残
疾人创业的重要领域。他们利用当
地的特色食材，开发出一系列特色食
品，如手工豆腐、绿色鸡蛋、山野菜加
工品等。电商，更是为泗水县的残疾
人创业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市场
的大门。他们通过电商平台，不仅销
售自己的农产品和加工品，还学习电
商运营知识，开设网店，提供农村旅
游、民宿预订等服务，将乡村的自然
风光和文化特色展示给更多人，促进
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残疾人
在创业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回馈社
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事业有所成
就后，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帮助更多
像他们一样身处困境的人。他们成立
合作社，提供技术培训，分享成功经
验，带动更多残疾人就业，共同走上了

致富的道路。这种“一人富带动一片
富”的精神，成为泗水县乡村振兴路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泗水县残联深入推进“三
有一扶”工程，促进残疾人创业就业。
一是实施“有技能”工程。深化与县内
县外培训机构合作，健全完善“培训+
推介+就业”体系，列支残疾人专项培
训资金，实现残疾人免费培训。采取
送教下乡与基地培训相结合，对参加
培训残疾人数量多的镇街，在驻地举
办培训班，方便群众就近参加培训；对
参加培训残疾人数量少的镇街，将学
员集中到基地进行封闭培训。近两年
组织培训16期590余人。二是实施

“有信心”工程。强化励志教育，充分
发挥培训机构“中转站”和“衔接点”作
用，每期残疾人技能培训班结束前，县
残联考察联系具有相应就业岗位的企
业到培训现场召开招聘会或组织学员
到企业考察就业。三是实施“有工作”
工程。举办残疾人就业“线上+线下”
专场招聘会60次，开展“走访拓岗促
就业活动”，为残疾人提供岗位87个，
新增残疾人就业643名，建立一处“残
疾人异地集中就业基地”，集中安置
70人，助力残疾人实现就业。四是实
施“扶持创业”工程。围绕残疾人创业
提供帮扶和支持，为82名残疾人提供
创业辅导，建立1处省级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基地，1处市级“齐鲁手创”盲
人按摩基地，扶持奖励残疾人致富能
手4人，实现就业一人，幸福一家，帮
扶残疾人实现创业梦想。

泗水县残疾人的创业之路，是一
段段关于勇气、智慧和爱的故事。他
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身体的限制并不
能阻挡追求梦想的脚步。在创业的道
路上，他们不仅实现了自我超越，更为
乡村的繁荣与发展贡献了不可或缺的
力量。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人，
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都要勇敢追梦，用
实际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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