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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②)
在无数次煎熬中，我想到了张海迪，是她的

书和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相信别人做得
到的，我一定能做得到，我一定能坚强地“站”起
来。可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又能做什么呢？这是
我思考最多的问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淘宝，靠着游
戏代练，那一周我赚到了我坐在轮椅上的第一
笔收入2.7元，那一个月我赚到了7.7元。正是这
7.7元，让我重拾了生活的希望，让我坚信自己
不是一个废人，这也是七七科技的名称由来。从
这以后，我做过淘宝客服，和朋友开过网店。其
中艰辛，让人百感交集。那段时间为了减轻家里
的负担，为了让自己更加独立，我每天都会守在
电脑前十几个小时，因为我不想失去任何一个
客户，不想失去任何一次可以抓住的机会。由于
坐的时间太长，我的身体出现不适，曾多次想过
要放弃，可每当想起默默为我付出的父母，想起
心中的那份信念，我毅然坚持了下来。

2014年，我看到了仿真花这一巨大的国内
外市场，开了一家工艺品淘宝店。配件虽然都是
从网上进购，但货物只能配送到县城，每次我都
是坐着轮椅去接货，因为我知道质量决定信誉，

我要选好每一朵花。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些身残
志坚的朋友，他们和我一起组装仿真花，一起经
营网店，我们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我家还
清了所有的债务，并主动提出脱贫。

在轮椅上走过的岁月，让我更加体会到贫
穷的可怕。经历过贫穷，经历过灾难，我深深地
体会到了那种痛苦的滋味，也让我的内心深处
产生一种想法：带着乡亲们一起勤劳脱贫致富。
因为有过带领残疾人致富的经历，我的想法得
到了家人的支持。2015年5月，我注册了城步万
红花卉合作社，购买了仿真花配套设备，将合作
社生产的半成品分给周边的乡亲们进行组装，
按件计酬，多劳多得。2016年11月，我创办“湖
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
元，主要生产外贸商品足球、背包、仿真花等。看
着乡亲们脸上的笑容，我心中无比喜悦，这是成
功的收获，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带领大家勤劳
致富的决心。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是我最喜欢的一
首歌。灾难可以把人打倒，也可以让人更加坚
强。我坚信，我一定会成为一枝盛开在轮椅上的
铿锵玫瑰。

（此为杨淑亭个人演讲稿，有删减）

(上接一版①)
合作社和七七科技公司成立后，每年的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她的微笑征服了
一个又一个外商。公司的产品也带着杨淑亭
的微笑，飞往世界各地。2017年，公司外贸出
口额达685万美元。

扶 贫 玫 瑰
杨淑亭坐着轮椅走四方，力量源于苗

乡那片热土。
她感恩乡亲，在县城周边和白毛坪乡

设置了22个花卉组装代理点，带动600多
人增收。其中，205人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这些贫困人口有的正在脱贫的路上，有的
已经脱贫，有的则已经过上小康生活。

李红贞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歌舞村人，
杨淑亭亲切地叫她“伯母”。李红贞的丈夫
患老年痴呆症，家里离不开人。照顾丈夫吃
喝拉撒后，李红贞便给万红花卉合作社打
电话。工作人员送半成品上门，李红贞在家
里就可以上岗了。李红贞手工活麻利，每天

干完家务活后，可以拼装仿真花成品 200
多枝，几十上百元的收入便到手了。李红贞
说：“淑亭能干，坐着轮椅带着我们脱贫，真
的感谢她！”

儒林镇塔溪村的彭石成家境比较特
殊：妻子患尿毒症，治病花了几十万元，孩
子正在上学，家里的两亩苗香梨还刚栽种
下去，收益还有待时日。杨淑亭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将其聘为七七科技公司员工后，每
月给他保底工资2000元。彭石成的工作时
间相对灵活，既能照顾妻子，又能拿到公司
薪酬。彭石成说：“我要经常带老婆看病，别
的厂子哪个会聘用我？如果不是杨总，我真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丹口镇边溪村的唐圣华是箱包师傅，
在外地工作多年。自从母亲从楼上摔下受
伤，这个离异家庭陷入困境。因为要照顾老
母亲和读小学的儿子，他无法外出工作。杨
淑亭将他聘为七七科技公司“技术总监”，
每月可拿到6800元的薪酬，每年还有业绩
分红。唐圣华说：“感谢的话不必多说，我只

有将我的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员工们，给
杨总把好技术关，这才是最好的感恩！”

贴 心 老 板
杨淑亭虽身患残疾，但她要“做玫瑰花

般娇艳的女子，活出仙人掌的坚强”。面对
残疾人，她感同身受。残疾人的每一个眼
神，每一个动作，里面饱含的酸楚和坚韧，
她都懂。

儒林镇的肖明辉患先天性小儿麻痹
症，40多岁了还未婚，家有70多岁的老母
亲。以前，他靠卖点小菜补贴家用。他曾尝
试去县城一家工厂应聘，老板理都不想理
他。得知七七科技公司的老板也身患残疾
后，他决定去试一试。

残疾人大多不善言辞，自卑心理严重。第
一次见肖明辉时，杨淑亭从他的眼神里读懂
了他“要活出自己的精彩”。看到肖明辉，杨淑
亭想到自己写的一段话：“不能行走，我就坐
车；不能站立，我就坐着；不能跳舞，我就唱
歌。”肖明辉何尝不是这样，不能行走，他可以

凭着健全的双手创业。杨淑亭毫不犹豫，立即
录用肖明辉。装背包拉链，从生疏到熟练，肖
明辉仅用了几天。现在，他每个月能在七七科
技公司拿到2000元薪酬。内敛的肖明辉不善
表达，只是说：“杨总对我很热情。同事们对我
很好，我的饭都是他们替我打的……”

5月18日，在万红花卉合作社的生产车
间外一台新到的机器前，一名小伙子正在
拆装作业。他只顾埋头做事，仿佛周围的人
和事与他无关。原来，他名叫王志武，有先
天性听力障碍，歌舞村一组人。记者采访他
时，要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询问。他在一所
技校学到基本技能后，在武冈一家小厂务
工，从事冲床修理工作，工资较低。杨淑亭
看中他的能力，引他入职合作社，付给他
3000元的月薪。同时，他争取到了“分贷统
还”的政策支持，贷款5万元入股合作社，每
年可拿到5000元的固定分红。加上各项收
入，他每年可在合作社拿到4万多元。王志
武说：“在合作社工作很轻松，还能帮家里
做农活。杨总特别关爱我们这些残疾人！”

在万红花卉合作社和七七科技公司，
先后有 49 名残疾人就业，与杨淑亭共舞
青春。

记 者 手 记记 者 手 记

七七科技公司办公室的门口，有 3 厘
米左右高的小台阶。对于轮椅上的杨淑亭
来说，这是个“高门槛”。5月17日，她执意
不要旁人帮忙。她后退一点，双手同时用
力，滚动轮椅，再平稳地使劲，轮椅上去了。
杨淑亭笑了，笑得很有成就感。这一刻，我
读懂了杨淑亭。

接受记者团采访时，有记者听说杨淑亭
曾遭遇不公平对待，为她抱不平。杨淑亭急
忙打断记者的发言，说：“都过去了，我不会
怪他们。”这一刻，我再一次读懂了杨淑亭。

今年，杨淑亭资助了4名特困学生。有
记者想从特困学生的角度报道她，她连忙
拒绝：“我帮助他们是应该的，并且都是匿
名的。你们一报道，他们岂不都知道了？这
违反了我的初衷，我也不愿意媒体揭他们
的伤疤！”这一刻，我完全读懂了杨淑亭。

做轮椅上的铿锵玫瑰做轮椅上的铿锵玫瑰

不等不靠演绎最美人生 用心用情助力脱贫攻坚

杨淑亭：坐着轮椅歌舞青春

杨淑亭正在检查李红贞送来的仿真花

成品。 兰绍华 摄杨淑亭与肖明辉亲切交谈。 严钦龙 摄

2015年初，在歌舞村，杨淑亭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访者鼓励她：“三年
内，你的命运一定会改变。”现在，她的事业蒸蒸日上，为城步脱贫攻坚作出
贡献，荣获多项荣誉。 肖丁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