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举行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纪念“五九批示”56

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五九精神”即“吃苦耐劳、无

私奉献”的精神。

与往年一样，在 5 月 9 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五常全体党员、群众回忆“五九”往昔，传承

“五九精神”。新时代的“五九”传承人创作、演

绎作品《五九新说》，进一步解读群众路线，宣

传“三服务”，畅想未来美好的生活。

与往年不一样，今年的“五九”纪念活动以

主题月的形式将“五九精神”传承落到实处。

五常街道以“五九精神”为主题，围绕“三个全

域”“新五场硬仗”，计划开展持续一个多月的

系列活动。从精神传承、凝心聚力、基层服务、

创新创业、惠民便民五个聚焦点出发，定制了

包涵主题宣讲、集中攻坚、集中走访、企业人才

服务、公益文化活动五个方面的 17 项任务清

单，通过走访群众企业、攻坚关键小事、党员干

部轮训等手段，切实将“五九精神”代表的群众

路线深入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在工作中

进一步传承发扬“五九火种”。“五九”主题月也

将打造成具有五常特色的“红五月”。

山海共一卷，齐心开新局。诚如《五九新说》

里说的，今天我们纪念“五九批示”，不仅仅是为了

缅怀已经传承56年的“五九火种”，更是为了继往

开来，将“五九精神”代表的群众路线继续发扬光

大，切实体现在“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活

动中，通过努力践行“三大比拼”，去解决群众最盼、

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去为全力打造一个“湿地

明珠、创智五常”而不懈努力。 钱冰冰

传承“五九精神”，五常扎实推进“三服务”

但是这些年过去

了，我对于那些异

样的目光已经不

太在意了。

本报记者 史春波 文/摄

林素平说，就

算再难，也要

把 工 疗 站 办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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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门，不能打开，要

是出事了怎么办。”

“你放心，可以开的。”

虽然有人一直和她说，

不要开那道门，但林素平还

是坚持打开了。

这是一个工作的车间，

门的一边是正常人，另一边

则是二十位残障人，他们大

多存在智力或精神障碍，且

有部分是精神病患者。

黄岩西面的北洋镇联群

村，山清水秀，两年前，残疾

人林素平就在她的工厂里办

起了一个悦兴家园工疗站。

最近，她被评为 2019 年浙

江省助残先进个人。

林素平，不仅是家里的

好妈妈，更是悦兴家园工疗

站20名残障人员的好妈妈。

5 月 19 日是第 29 个全

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自

强脱贫，助残共享”。在助残

日来临前夕，钱江晚报记者

走进这个山区里的工疗站。

5月19日是第29个全国助残日，本报记者走进黄岩山区的一个工疗站——

残疾女老板和她的20名残障工友

残疾女强人的选择
林素平自己也是残疾人，她22岁时莫名突发半边面部肌

肉萎缩，之后又因血管瘤落下左手肢体残疾，现在她左手残

疾，左脸面瘫。2016年，在黄岩区残联的帮助和支持下，林素

平筹建一个以精神康复者和智障人士为主体、集就业与康复为

一体的集中安置残障人士的就业机构——工疗站，他们称之为

“悦兴家园”。

悦兴家园面积约1500平方米，设有工疗车间、体疗室、娱

疗室、男女休息室、操场、食堂等多个活动场所，现有 20 名工

疗人员，其中精神康复者3人，智障人员12人，肢障者3人，多

重残疾者2人，又安排了部分残疾人的监护人来上班。

几年来，林素平这名残疾女强人和残障工友们一起，在工

作中寻求康复。虽然艰难，但她欣慰的是，他们有了体面的工

作，有了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和尊严。

山村里的工疗站
林素平的日用品厂办在当地一个租来的空置学校里，曾

经的教室，经过改建，就变成了残障工友们工作的地方。

每天早上8点左右，残障工人们陆续从家里来工厂上班，中

午，提前半小时优先安排残疾人职工进入食堂就餐。饭菜荤素

搭配（三菜一汤），保证营养全面，夏天还会提供葡萄、西瓜等时令

水果和绿豆汤等降暑饮品。

林素平给残障工人们安排了包装的工作，锻炼他们的手

脑协调力，大家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偶尔还会一边唱歌，一

边干活，这样又提高了他们的语言交流能力。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每天，都可以在工疗车

间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

其实乍一看，他们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钱报记者了解到，工作车间原来有一个门锁着，把正常的

工人和残障工人分开。但林素平把它打开了。她说，“大家都

是平等的，只有平等了，才能走进他们的心里去。”

我们办的是成人幼儿园
悦兴家园工疗站地处黄岩西部，远离主城区，除两位年轻工

友来自城区，其他都是黄岩西部山区的贫困户。很多人以前没

有上过班，自由散漫，有的甚至衣衫褴褛，如郑华福兄弟俩，西部

山区屿头人，都是智力残疾，以前由其年迈的母亲照看，来到工疗

站时，林素平叫她老公带他们洗了澡，还给他们从头到脚新买衣

裤鞋袜。后来，还给残疾职工统一定做了亮色的工作服。

每一个接过来的残障人，一开始几乎都不适应。

“他们就像是刚上幼儿园的孩子，经常要跑回家。”林素平说。

坐下来没一会，他们有的说要回去种土豆，有的说要上厕

所，一转眼人就不见了。林素平带着人到处找，找到了再把他

们接回来，然后像小孩子一样教育，恩威并施。告诉他们，“你

们已经是工人了，有自己的工作了，不用在外面乱跑了。”

由于有的残疾工友不讲卫生，带他们去外面，有的理发师

傅有歧视思想，不愿给残疾人理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林素

平就叫妹妹林素莉购买理发工具，每月定期帮他们理发。平

时还经常友好地提醒他们注意仪容仪表。

“我们办的是成人幼儿园，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我相

信还是可以教好的。”林素平这样说。

从小就残疾的工友，往往对其监护人或亲近的人有极大

的依赖性，上班时间内，残疾人工友往往不专心，监护人也不

放心。针对这个问题，考虑到他们生产的产品男女老少皆宜，

就连同其监护人或家人一起进厂工作。目前已经有蒋永土、

叶鲜红等 6 个工友得到了这样的安排，既解决上下班安全问

题，又能双倍地增加家庭收入，安置一人，安稳一家。

一年亏十来万还要办下去
按当地的相关政策，办工疗站，有退税的优惠，有的人以

为林素平是要靠这个赚了钱，但其实她一年要亏十来万。

去年，她管财务的媳妇告诉了她这个数额。“退税是根据

工厂的税收来定的，我这样纳税规模，只能招收规定人数，按

照我们目前的人数，肯定是亏钱的。”她这样说。

不仅这方面亏钱，另外由于工疗站的特殊性，对硬件设施

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这方面的支出也不低。但这两年多下来，

林素平还是坚持办厂，让这些残障工友在工疗站这个大家庭

里面，一个都不少。

做餐饮生意的儿子这样告诉她：妈，没关系，我赚的钱都

给你，你要坚持做下去。“能帮一个家庭就帮一个吧。我也很

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和组织能去帮助他们。”林素平说。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直亏钱，还要办下去。这里面的

原因只有林素平自己最清楚。

她说，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残疾人。“正常人很能理解残

疾人的痛苦。”

从 18 岁到 22 岁结婚生子，林素平一直在拼，拼力气，也

拼运气，甚至在怀孕期间，她还在四处跑业务、拉投资，经营着

这家小厂。但是，就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灾难来了。刚生下

儿子后，她半边脸就开始萎缩，接下来的十多年漫漫求医路，

病情却愈加严重，而且左手也出了问题，后来，原本还能微微

下垂的左臂彻底残疾。病情影响了当时的小厂，有段时间她

负债累累，但坚强的她还是撑过了所有的苦难，重新创业办起

了手套厂。她的心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她说，曾经的自己

因为面瘫，走在街上被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又或者与客户谈

业务时，被歧视对待，这种滋味真的很难受。“但是这些年过去

了，我对于那些异样的目光已经不太在意了，而且生意上的客

户打交道久了，也都比较尊重我。”

“我想帮助那些与我有着相似经历，或是生来就不完整的

残疾人。”因为感同身受，林素平更明白残疾人群体的无助与

悲观，才有了办好工疗站的坚持和决心。

她说，“我相信，人心都是向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