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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不会因身体的残缺而失色。在我们身边，有不少这样的

残疾人朋友：命运为他们关上了一扇门，但他们努力打开了一扇

窗。他们历尽艰辛，从事着与正常人一样的工作，有的还成为所

在行业的佼佼者。

今日是国际残疾人日，记者近日走近几个残疾人朋友，探访

正在逐梦之路上跋涉的他们。

为了“美丽人生”
他们在逐梦之路上不停不歇

□记者 郭秩铭 通讯员 陈向斌 文/图

从作品第一次获奖，再到在洛阳绘画、篆刻圈内小有
名气，左手先天残疾的姜帅只用了短短两年多时间。在
此之前，他在积淀、准备。

姜帅今年37岁，自幼学习画画、篆刻，哥哥是他的领
路人。“在我小时候，哥哥学画画，我也跟着学，他算是我
的启蒙老师。”姜帅说，在打下一定基础后，他开始自己临
摹绘画作品，后来对篆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残疾，给姜帅学习绘画、篆刻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左
手握不紧石头，刻的时候右手就用不上力，经常一不小心
就把刻刀戳到手上了，左手都是伤。”姜帅说。

“我不是科班出身，一直挺怀疑自己的水平的，所以
也没信心把作品拿出去展示。”姜帅说。2013年，姜帅想
知道自己的绘画、篆刻水平到底咋样，于是开始将作品向
各个比赛、展览报送。

他的一幅绘画作品“一经面世”，就获得了河南省
第六届新农村书画展一等奖，他的篆刻作品也入选了
西泠印社大型国际篆刻艺术评展。现在，经常有人慕
名上门向他求画。

姜帅的眼光十分长远，他早已把绘画、篆刻当成一
生追求的目标。为了提高技艺，他很快就要前往北京
学习。

□记者 张斌 文/图

“我最近刚报了诗词班，在你来之前，我还在外面学习。”今
年48岁的李巧粉手艺多，性格好，虽然因为患小儿麻痹症而行
动不便，但这没有阻止她在新的领域进行尝试。

她当过老师，做过生意，还有做针线活儿的手艺。在
家照顾老人之余，她爱上了画画。“我画的作品卖过一些，
都卖给了好友。”李巧粉说。性格开朗的她，在网上结识了
很多人，这些人都成了她的朋友。其中，一些欣赏她绘画作
品的朋友会买上一些。

“我不靠卖画赚钱，我认为应该坐下来，踏踏实实地画画，
希望我的作品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李巧粉说。

□记者 张斌 文/图

郑小兴今年52岁，他在家里开了一个维修家电的小店。
他说，自己已经在家电维修这行干了三十多个年头了。当他
19岁时，因为意外失去了双腿。后来，见到别人修家电，他也
动了这个念头，就到技校学习，还给别人当帮手、参加各类培训
课程。

在三十多年里，他一直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手艺，不
断学习如何维修各类新款家电产品。

如今，在郑小兴所在的小区，谁家的家电坏了，人们都会跑
到他这儿来修，既便宜，又方便。

他用画笔绘出“锦绣明天”

□记者 赵夏楠 通讯员 陈向斌 文/图

“这个地方这样缝效果会不会更好，你们觉得呢？”47
岁的李莉敏腿部残疾，虽然已经开了3年裁缝店，但她还
会时不时回到市残联服装设计制作培训班，与其他学员
交流。

2012年10月，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鼓励李莉敏参加服
装设计制作培训班。在为期1个月的培训里，她很快便
掌握了缝纫机基础缝制和衣服制作等手艺，并决定在位
于龙丰小区的家里开个裁缝店。

开店的头两三个月是最难熬的，不仅没有顾客上门，
她还担心自己的手艺不行，底气不足。“裁缝是熟能生巧

的活儿，我这么大年龄了都能学会，大家更别气馁。”李莉
敏说，她那时候遇到难上手的活儿，会给培训班的老师打
电话咨询，加班熬夜也要把顾客的衣服做好。

靠着积攒的客源，再加上“一传十，十传百”的好口
碑，有人骑车几十分钟，专门跑到李莉敏家让她修衣服，
还有人拿来高档的大衣让李莉敏改。在她的床上和沙发
上，堆满了待修补的衣服。

“在附近两个小区的范围内，只有我这一家裁缝店，
虽然现在流行在网上买衣服，但难免衣服会不合身，需要
缝缝补补的人不少。”李莉敏说，如果残疾人朋友想创业，
可以考虑在所在小区开一家裁缝店，不需要太高的成本，
开店后不用在外奔波就能养家糊口。

自己创业的小区裁缝□记者 赵夏楠 通讯员 陈向斌

市残联美发培训班的老师，汝阳县县城小有名气的
美发师，她的美发店有会员800多人……这是从小脊柱
侧弯、腿脚不便的80后姑娘裴芯平花了近10年时间取得
的成绩。

在她高中毕业时，妈妈的一句“学会剪头发，给人打
造个美美的发型多好”提醒了裴芯平。此后，她只身前
往广州、郑州学习美发，之后回到汝阳县县城开了自己
的美发店，取名“美丽人生”。

在刚开始时，创业之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美
发师只有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才能让顾客相信你的技
术。我当时虽然有技术，但是你看我这腿脚，顾客一看
见我，就不放心让我理发。”裴芯平说，当时有不少顾客
刚进店准备理发，但看到她后又匆匆离开了。

“用真心与顾客沟通，用技术征服顾客”是裴芯平总
结的创业心得。与别的美发师不同，当顾客要做发型
时，裴芯平不会随意让顾客尝试流行的发型，而是会像
朋友一样先聊天，在了解了顾客的性格、职业、穿衣风格
后，才给顾客打造适合的发型。

裴芯平说，之所以把自己的美发店取名“美丽人
生”，是因为残疾人不仅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丽人生，也
可以给别人打造“美丽人生”。

靠美发手艺
为顾客打造“美丽人生”

□赵夏楠 通讯员 陈向斌 文/图

12月1日，当记者见到张红卫时，她正在修改自己的
皮雕作品。穿着朴素的她刚刚利用自己的手艺，赚了第一
笔钱——她以500元的价格，卖出去了一个皮雕女士钱包。

提到皮雕，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制作皮
雕作品，要以旋转刻刀及印花工具，在皮革上刻画、敲击，
雕琢出凹凸有致的图案，之后再给图案上色，让图案栩栩
如生。可以说，皮雕作品是艺术品，一个钱包能卖数百
元，一个提包能卖数千元。

今年10月，张红卫成为市残联开设的皮雕培训班的
第一批学员。张红卫是该培训班里第一个靠自己的手艺

做生意的。
张红卫坦言，因皮雕作品使用的多是纯牛皮，成本较

高，所以对于雕刻人的技术要求较高，正常人在雕刻时都
要小心翼翼，更别说从小右胳膊肌肉发育不完全、端起一
碗汤也费力的张红卫了。没有美术功底的她，经常一边雕
刻，一边将半成品拍照发给学美术的亲戚，让亲戚提意见。

“刚卖出的那个钱包上雕刻了一片白云，是因为顾客
的名字中有个云字，顾客拿着只此一个的钱包特别高
兴。”张红卫说，现在很多商品讲究私人定制，皮雕作品可
以根据顾客的需求，制成有专属图案、文字的钱包、手提
包、月票夹等。她觉得皮雕很有前景，希望越做越好，争
取将来开一间自己的皮雕工作室。

想开皮雕工作室，为他人私人定制
裴芯平

从业三十多年
家电维修的行家

郑小兴

希望更多人认可
自己的绘画作品

李巧粉

李莉敏

姜帅

裴芯平在练习手艺 （采访对象供图）

张红卫在制作皮雕作品

李莉敏在缝制衣物

姜帅在画画

郑小兴在维修家电

李巧粉在画画讣 告
吾夫孙来生,生

前曾任洛阳市政府副
秘书长，因病医治无
效，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 22：30 不幸去
世，享年78岁。定于12
月4日（星期五）8：30在
洛阳殡仪馆万安厅举
行遗体告别仪式，敬请
吾夫生前亲朋好友于
星期五7：40在市政府
家属院内（凯旋路80
号院）乘车前往。
妻：孙爱芹 携
女：孙晓红 婿：欧明雪
子：孙小军 媳：王小青
及孙辈、重孙辈 哀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