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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头坏死腿残疾，拄着拐杖打拼20多年办加工厂

蒋海宣：帮大伙在家门口挣钱
本报记者 路冉冉 通讯员 商积春

2000年，县福利服装厂倒闭
了，蒋海宣很快在村东闲置的校园
里办起了鞋帮加工厂。

由于村里的老少爷们都是生
手，技术差，产品不合格，返工就
多，机器损坏也多，蒋海宣就拄着
拐杖手把手当起了老师。“大胆
干，细心裁剪，上上心就行了。”
蒋海宣常常这样鼓励大伙。功夫不
负有心人，熟练工越来越多，鞋帮
订单越来越多。接受蒋海宣供货的

宁兴制鞋厂老板说：“离开老蒋，
我们就缺货。”“蒋老板人不孬。
热天给俺熬绿豆水，送货进料时给
大伙捎菜买东西，宁可耽误自己干
活，也让我们多挣点加工费。”厂
里的女工们说。
“当年我动手术时，家里没钱，

三大娘家哥哥把孩子上学的钱，二
大娘家哥哥蒋海森把猪便宜卖掉将
2000元连夜送到医院应急，要不腿
也保不住。”蒋海宣告诉记者，他困

难时，乡亲们这个伸把手，那个帮帮
忙，给了他很多帮助。“受人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蒋海宣说，“在家
门口办这个小厂，就是让出不了门
的父老乡亲既能种好地、照顾好家，
又能挣点钱。”

说到未来，蒋海宣充满了自
信：“如今创业难，残疾人创业更
难，我要靠诚信和质量赢得更大市
场，争取业务越做越大，带领更多
的乡亲勤劳致富奔小康。”

回到村里自己办厂

让父老乡亲挣点钱

1988年，蒋海宣从报纸上看到
省农科院推荐的一种日本西兰花，
种子750元一斤，就抱着试试的心态
买了32元的种子，然后不断给专家
写信请教种植管理方面的知识。两
个月后，满地的西兰花丰收了，竟然
卖到了1000多元，而当时玉米才9
分钱一斤。
“靠科技致富，小小的投入不仅

让我慢慢还清了治病欠下的账，更让
我找到了自信。”蒋海宣笑着说。1990

年，经姐姐介绍，蒋海宣进了宁阳福
利服装厂当上了一名学徒工。半年时
间，蒋海宣一分钱没挣，自己从家里
带着面条、馒头，住进车间，白天学徒，
晚上当义务警卫员。很快，一件出口
的防寒服上140多片布料如何分布拼
凑，他烂熟于心；领活、领料、案工、价
格、销售他了如指掌。1998年，蒋海宣
承包下一个车间。想起几年前种植西
兰花的经历，蒋海宣咬紧牙关，当上
了车间主任，带领30多人踏上了艰苦

的创业历程。几年下来，他买了三轮
车，不仅自己能支撑起家庭花销，还
经常接济厂里20多位和他一样的残
疾人。

而进厂后不久，蒋海宣的豪爽、
热情、聪明、敬业渐渐地打动了一位
叫王丽的姑娘。王丽顶住家人的阻
力，勇敢地和蒋海宣走到了一起。
“这么多年多亏了妻子在我身边支
持我，我很感谢她。”说起妻子，蒋海
宣一脸的幸福。

住在车间苦学技艺

还清外债收获爱情

3日，记者来到宁阳县泗店镇纸
房村，在一处20多平方米的农家小
院里，见到了拄着拐杖忙着发货的
蒋海宣。虽然腿脚不便，但48岁的蒋
海宣看起来精神很好。

“1978年我初中毕业后回到老
家，在村里一处50亩的果园里看起
了果园。”蒋海宣告诉记者，“冬
天没有炉子，我常常冻得浑身哆
嗦，夏天阴雨连绵，地上非常潮
湿，天好时我就在树下、地上随便

一躺休息。”蒋海宣说，那时候他
从来没想过这样的经历给他留下了
病根。八年过去了，村里果园丰收
了，可蒋海宣却渐渐感觉到左腿一
天比一天疼痛。

1986年年底，蒋海宣突然站不
起来了，他的父亲和哥哥连夜把他
送医院，诊断说是骨结核，之后药没
少吃，但疗效甚微。后又转院到曲
阜、泰安的医院，最终被诊断为股骨
头坏死。“切皮、开肉、剔骨……手术

从8点一直到12点。回家后没想到
由于天冷，家里没有炉子，年后病情
又复发了，回医院检查后发现，股骨
头彻底坏死。”蒋海宣说，听到这个
消息后，他产生了寻短见的念头。
“张海迪那种情况都能成才，你多个
拐杖就不能生活?”姐姐一席话让他
幡然醒悟。

从那开始，蒋海宣暗暗发誓，要
自食其力，帮家里还账，与年迈的父
亲一起支撑起这个家。

股骨头坏死腿残疾

曾经一度想寻短见

蒋海宣拄着拐杖
指导女工缝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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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海宣得知自己股骨

头坏死，左腿残疾

后，没有放弃。他奋

力打拼20多年，在家

门口办起了一个鞋帮

加工厂，不但自己当

起了老板，还为30多
名家庭妇女提供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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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海宣说

□“受人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在家
门口办这个小厂，就是
让出不了门的父老乡亲
既能种好地、照顾好
家，又能挣点钱。”

□“如今创业难，
残疾人创业更难，我要
靠诚信和质量赢得更大
市场，争取业务越做越
大，带领更多的乡亲勤
劳致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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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制鞋厂老板：
“离开老蒋，我们就缺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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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送货进料时给大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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