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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黄孝萍/
文、摄）日前，无锡市残疾人辅
助性就业产品展能大赛在锡州
花园酒店2楼嘉乐厅举行。据
了解，本次大赛为第二届，上一
次比赛还是5年前。据观察，经
过多年的发展，残疾人辅助性
就业产品装着残友们的匠心和
梦想，他们制作的文创产品更
丰富、更接地气，本土特色很鲜
明。

在大赛外围，一些残友的产
品被围观。比如，宜兴残友的摊
位上，国潮的包包不仅有着包治
百病的寓意，同时好看的图案也
引得大家想购买。残友制作的
手串很好看，很多人遗憾地发现
已经被预订一空了。

在场内，来自各区的残友讲
解着他们的创意。比如来自新
吴区的小玩偶是一个个生肖，五
彩缤纷，居然是用混凝土制作而
成的。这个创意来自偶然，当时
有企业想帮助硕放的残友用混
凝土来制作多肉花盆。有人发
现多余的混凝土可以制成生肖
玩偶，上色后别具特色，设计出
一批后，很受欢迎。在乐益社会
创新工场，他们从企业那里找来
无用的产品余料，并制作成了一
个个精美的笔袋，变废为宝，让
人惊叹。

紫色的丝线在亮光下散发
着柔柔的光，在残友钱苹手中，
针来针去之间，灵动的刺绣车挂
飘逸感十足。和她一起在桃源
社区残疾人之家工作的高莉萍
则专注于十字绣，她的一幅作品
能卖三五百元。

锡山区东亭残疾人之家的
负责人华佳声展示了他们的新
品——运河木船，他们邀请了江
南木船制造技艺人章桂兴进行
指导，按比例缩小了无锡境内的
木船，从下料到钉子都是纯手工
制作的。他们还开发实用性很
强的小板凳，未来残友们也会参
与打磨、上漆等工序，成为残疾
人之家的木艺产品。

江阴的残友们带来了新款
手工皂，与之前的皂类产品不
同，这些手工皂上有江阴大桥、
江阴高铁、兴国塔等标志性的图
案。而用顾山红豆制作的手链、
钥匙扣、手串，除了鲜艳的红色
亮眼外，红豆本身所具有的相思
与深情，文化意味和地方特色十
足。

据介绍，本次大赛共有60
组产品参赛，将评出 19 个奖
项。现场还邀请了残友、企业等

现场观摩，可让各地残友交流切
磋，也有助于企业感受残友的精
彩，便于后期采购企业伴手礼或
助力残友创业。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无
锡已建成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产
品调配中心 8家，具备产品开
发、技能培训、统筹调度、核对统
计等功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
工作模式。目前，已有近2500
余名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
人参加辅助性就业劳动，从事多
行业、多产品加工和销售。同
时，一些残疾人之家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相继打造了“憨憨有礼”

“良犀·爱翼盟”“惠心雅集”等自
主品牌产品，逐步形成了产品体
系化、质量标准化、价格市场化、
效益社会化的新格局，在全市范
围形成了辅助性就业的良好发
展态势，成为残疾人就业的一种
重要途径。

“无锡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温暖的
人。”毕业后熊智巍就职于一家
演艺传媒有限公司，成为一名培
训老师，从事青少年演讲口才与
表演训练。“我平时喜欢用自己
的声音来诠释文字的内涵，将朗
诵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工作
后的熊智巍也没有忘记继续学
习，为了加强技能，他奔赴北京、

南京、宜兴等多地剧场，学习演
诵专业课程，观摩艺术家们的精
彩演绎，并同多名省朗诵协会专
家交流切磋，获得了不少国家、
省级荣誉。

有了朗诵、表演的专长，熊
智巍也不忘把它用在公益事业
中。采访中，记者看到熊智巍的
朋友圈里有不少在街道、社区公
益主持的活动照片，凭借着自己

的嗓音条件，社区的爷爷奶奶们
戏称他为“社区台柱子”。“我目
前居住的新安花苑第二社区，每
到节日期间都会为社区的老年
居民们举办一些文艺活动，我很
喜欢去帮忙，可以认识很多新朋
友。”作为活动主持人，每一次的
参与都让熊智巍仿佛回到了小
时候在家门口和奶奶一起和邻
居聊天的日子。 （毛岑岑）

本报讯 6月28日下午，由梁溪区慈善
总会、梁溪区民政局、梁溪区残疾人联合会、
崇安寺街道办事处等联合指导，天佑爱心服
务中心携手梁溪区溪心时伴志愿服务中心
等爱心单位联合开展的“迎七一”党建助残
志愿联盟共建活动正式启动，将水蜜桃和公
益助农联系起来，为残疾人送上一份温暖。

“认领一棵桃树是1500元，一年大概能
结20箱水蜜桃。其中1000元是桃农的成
本，500元将用于崇安寺街道残疾人的平时活
动，给他们送上一份温暖。”工作人员介绍，本
次活动提供桃树的桃农本身也是一名残疾
人，爱心人士在认领桃树成为公益合伙人后，
不仅能收获香甜多汁的水蜜桃，还能享受一
年4次的桃园亲子时光，是一个“助农+助残+
公益认养”的全新模式。仪式上，相关领导
共同为街道50名特困残疾人捐赠了爱心水
蜜桃。“我们希望以‘桃树认领’的志愿服务
形式来感召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精准助残
的服务中。”崇安寺街道残联联合会理事长
徐蓉表示，今年将通过“桃树认领、蜜桃认
捐、服务认领”等创新助残方式，以公益助农
的方式帮助残疾人桃农实现蜜桃增收。

活动中，残友姚女士十分感慨：“平时街
道的工作人员就对我十分照顾，我参加过很
多次做手工、剪纸等公益活动，我的手工做得
可好啦！残友们聚在一起也挺开心的。今天
现场看到这么多爱心人士，我们也感到很温
暖。”

“认领桃树的善款我们将用于残疾人的
公益服务中，除了给他们举办各种活动和送
水蜜桃外，我们也会带他们一起做桃木相关
的手工艺品来义卖创收，所得款项再持续用
于残疾人公益事业。”天佑爱心服务中心负
责人陶然表示，做残疾人相关的公益项目不
应该仅仅局限于捐款捐物，能够带动残疾人
创收的可持续项目是他们一直以来努力的方
向。赵新岐是本次活动首位认领爱心桃树的
企业家，参加公益活动多年的他对本次项目
十分认可，“我们企业每年夏天也要给员工发
些水果的，这样的爱心水蜜桃不仅可以作为
员工福利，还能献上一份爱心，我会继续把这
项公益做下去。” （毛岑岑）

特色鲜明，文化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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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乡村文旅IP的年轻人

以一技之长投身社会实践

不断学习，热心社区公益

“入学时校长说过，真正的工匠精神是要做到‘心中
有爱、眼中有人、肚中有货、手中有艺’。从学生时代到
现在，这一直是我的理想目标。”24岁的熊智巍的公益之
路虽还刚刚起步，但他在校期间就深耕乡村文旅IP，用
自己的策划专长投身社会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在学校时，我们的系主任
常常叮嘱我们，作为会展策划专
业的学生，要把自己融入学习生
活中，走出教室，走出学校，投身
社会实践，去寻找自己广阔的人
生舞台。”作为会展策划专业的
学生，熊智巍时常把老师的话在
课后细细琢磨，想着要怎么把自
己的专业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
呢？当他来到无锡荡口的七房
桥村时，内心便有了答案。

在新吴区鸿山街道与荡口
镇之间，有一座宁静的“院士

村”，孕育了钱氏一门七院士的
传奇。桥依宅名，村以桥名，故
而称之“七房桥”。夏日的村头
古香古色，新江南的水乡建筑，
农业葡萄示范园地，研学教育实
践基地，展现了美丽乡村的魅
力。能不能从这里入手，打造一
个乡村文旅IP？说做就做，熊智
巍和同学们成立了“微光”工作
室，致力于“一村一品”文化旅
游资源IP塑造。通过深入田间
地头的调研采访，熊智巍觉得目
前乡村发展中存在着农村产业

结构不合理、旅游发展同质化等
问题。“我们当时就想，要把好环
境和当地的文化结合起来，做个
有特色的乡村IP。”

熊智巍和同学们一起设计
策划了“传家训、树家风，助推家
风文明——鸿山·七房桥村首届
家风文化节”等活动，以节事旅
游聚集效应带动七房桥村在休
闲农业、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等
其他方面的发展。目前，项目团
队已经得到了鸿山街道和当地
公益组织乐义工坊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