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8人参加10项技能竞赛

大赛开幕式在达城西外人民广场举行。来自罗浮
广场、达州骨科医院、通川区红十字医院的爱心企业代
表队、参赛选手以及相关成员单位参加。

8时许，赛事在一场美妙的歌舞表演中拉开了帷幕
……开幕仪式结束后，来自我市各县（市、区）及经开区
的8支代表队168名参赛选手前往赛事主场市电大进
行了4大类共10项的职业技能竞赛，包括计算机类：网
页制作、文本处理、数据处理；美术专业类：海报设计、
摄影；手工业类：裁剪工、竹编、刺绣十字绣；服务类：盲
人保健按摩、美发师。考试时间5个小时。

9时许，在赛事现场，记者看到，每个赛场各项目竞
赛器材、设施设备已全部就绪。网页制作、文本处理、
数据处理赛场、海报设计、摄影赛场，机房电脑通过最
后一次正常调试已打开。裁剪工、竹编、刺绣十字绣赛
场，针线，绣品，剪刀，布料等工具已经按考位依次分
好。盲人保健按摩赛场，每个考位配备两名志愿者，一
名负责服务，一名做考试模特，参赛选手在等候区等待
叫号考试。美发师赛场，考位上插座、梳子等工具已全
部备好，每位选手由主办方配两个专业竞赛假模头。
每个赛场还配有两名志愿者，一名手语翻译，主要路口
都配有志愿者引领，重度残疾参赛者配有陪护员，多处
设置无障碍设施。

10时，考试正式开始，选手开始聚精会神的考试。
此次赛事，网页制作、文本处理、数据处理试题主要考
办公软件（PPT、Word、Excel等）操作;海报设计、摄影
考试试题是利用PS软件设计一张海报；裁剪工试题为
制作一件衣服；竹编试题为编制一只竹篮；刺绣十字试
题为刺绣一只蝴蝶；盲人保健按摩主要考在规定时间
内手法的推拿；美发师试题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男、女
两个假模头的发型修剪设计。

最终，来自宣汉县的廖强（数据处理）、达川区的刘
俊宏（网页制作）、通川区的李鹏（海报设计）、宣汉县的
龙潜（摄影）、达川区的许莎（文本处理）、大竹县的邱罡

（保健按摩）、宣汉的龚兆会（美发）、大竹县的胡志全
（竹编）、达川区的陈铃丹（十字绣）、达川区的龚永芬
（服装剪裁）获得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并被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残疾人联合会授予“巴渠特美工
匠”荣誉称号，每人获得奖金3000元。获二、三等奖的
选手，授予“达州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分别获得奖金
2000、1000元。

宣汉县刘利国获扶贫创业大赛一等奖

当日，我市首届扶贫创业大赛在中恒君豪酒店举
行，我市共8名选手参赛。

该赛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自主创业残疾人的大力支
持,他们踊跃报名，经过各地层层推荐筛选，最终谭龙、
刘后浪、马德菊、刘利国、杨洪、周兰兰、张达刚、王文建

等8名选手进入大赛。
比赛现场播放了8位选手的创业故事与心路历程

VCR，他们乐观进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顽强拼搏精
神，付出超常努力，以精湛娴熟的技能，用创新创业的
精神，在自己致富的同时带动父老乡亲致富，深刻诠释
了“你我同行 脱贫奔康”的活动主题。对于每位参赛
者,专家评审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听取了残疾人创业
者们对自己创业历程和产业发展情况详细介绍。

“我从未服输！”选手谭龙在台上骄傲地说。38岁
的他是通川区东岳镇人，因一次意外事故，失去一只胳
膊，肢体二级残疾。他多次外出务工，却因残疾屡屡碰
壁。2000 年，他回乡养鱼，因缺乏专业技术，全部亏
损。百折不挠的他于 2016 年创新思路开放池塘供垂
钓，建起了鱼庄，并不断钻研养鱼、烹鱼方法，现在鱼庄
经营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他追逐人生梦，身残志更
坚，专家评审对于他不为命运困扰,勇于挑战自我的精
神给予高度赞扬。

“一人富不是富，众人富才是富!”选手刘后浪声音
洪亮地说。他是达川区万家镇人，12岁时因患上了强
直性脊柱炎，腰再也挺不直了。为读书和治病，家里欠
下巨额债务。2013年，镇党委、政府将其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为其申请了5万元的无息贷款，助其修建养殖
场。如今，养殖场年出栏山羊300余只，正在建设600
平米的新型豪猪圈舍。2018 年，他荣获“四川脱贫榜
样”荣誉称号和“四川省脱贫攻坚奋进奖”。他在致富
的同时将养殖经验免费普及给想要养殖的村民，带动
当地村民致富。

今年58岁的马德菊是万源市官渡镇项家坪村人，
四级肢体残疾。她勇于跟命运抗衡，在万源市残联的
帮助下，开垦荒地，学习技术，种植药材，逐渐走上了致
富之路。如今她种植的重楼、萼贝等中药材已经发展
到了近150余亩，年收入超过30余万元，成了村里有名
的致富能人。在自己致富的同时她不忘父老乡亲，主
动传授中药材种植技术给周边农户，免费发放中药材
种子，带动周边35户农户120人种植中药材致富。

刘利国是宣汉县芭蕉镇人。1996年高中毕业便加
入了打工队伍。2009年在福建因一次车祸导致左小腿
粉粹性骨折，留下肢体残疾。2013年他通过自身努力
考聘为芭蕉镇残联专干，为1134名残疾人服务。2014
年，他与人合伙在芭蕉镇花生村投资，以土地入股方
式，组建了宣汉县丰裕种植专业合作社，解决贫困户40
户120人就业问题，种植油橄榄2000亩45000株。

31岁的杨洪是大竹县庙坝镇人。10岁时，查出脊
椎错位而导致脊柱侧弯，其母因病长期卧床。祸不单
行，父亲2004年因腿伤无钱医治而截肢。那时，杨洪
只有17岁，拖着残疾的身体，毅然决定外出务工撑起这
个家。2014年，在当地党委政府特别是残联的支持下，
鼓励他回乡创业，开设线下“农村淘宝店铺”，改善了家
庭经济环境，并主动关心解决残疾朋友的就业问题。

他弯曲的是脊椎，挺起的却是胸膛。
“创业成就梦想，自强成就人生，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赛场上，渠县东安乡栏桥村视力残疾的周兰兰
坚定地说。2017年她顶着家人和朋友的强烈反对，负
债在家乡的荒山上建起了1000多平方米标准化养兔
场，开启了她的逐梦征程。而今，她已养兔 320 只，正
在规划年底扩大养兔规模达1200只，届时将解决贫困
村民10余人就业问题。她用自己的手铺筑人生路,用
爱心回报社会,展现了一名残疾人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
观和无私奉献的崇高胸怀。

“我是我们村养猪状元！”38岁的张达刚，开江县新
街乡狮子庙村村民，肢体残疾。2000 年从事养殖，
2004年的一场洪灾让他损失60多万血本无归，他远赴
浙江，打工之余继续学习养殖。2016年他带着资金和
技术回乡，重整旗鼓，将养猪场扩大到700多亩，年出
栏生猪2000多头，年产值500余万元，解决30余村民
就业。他正计划发展综合观光农业，新增经果林 500
亩、鱼养殖100亩，建设特色农家乐，帮助更多村民就
业。

“我想做所有残疾人自强不息的榜样！”53岁的王
文建话音刚落，就赢得了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家住经
开区幺塘乡后河村3组的他自幼患先天性肌无力症，肢
体4级残疾。由于家中姊妹众多，生活贫苦艰难，靠乡
邻帮衬长大。他立志要靠自身努力改变家庭面貌，便
开始学做生意，从走乡串户买卖鸡蛋做起，一步一个脚
印走进了达城，并扎根开办了属于自己的粮油批发店，
担任达州市建慧商贸总经理。

这些创业者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评审专家,受到评审
专家们的敬重和赞誉。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刘利国
获得一等奖，马德菊、刘后浪获得二等奖，谭龙、杨洪、
周兰兰、张达刚、王文建获得三等奖。

此次大赛共设两个团体奖。达川区、宣汉县、大竹
县、渠县、开江县代表队获得优秀组织奖。达川区、万
源市、宣汉县、大竹县、渠县、开江县、经开区获得道德
风尚奖。

据悉，市残联已成立30周年，目前我市共55万残
疾人，其中办证残疾人21万人，70%以上的就业年龄段
残疾人实现了就业，1.6万多残疾人正在创业。此次赛
事旨在展示我市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进而展示自强
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有助于选拔培育高技能残
疾人“工匠”人才，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检阅残疾人职
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成效，推进残疾人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激发广大残疾人学习热情，引导残疾人通过自身的
奋斗过上幸福生活，宣传现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营造
全社会扶残助残良好氛围，改善残疾人就业社会环境
等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建立残疾人优秀技
能人才表彰奖励机制也有重要的意义，此次赛事是一
场互相交流、共同进步的一次盛会。

□本报记者 田乙斯 见习记者 郑栋梁

我市首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残疾人扶贫创业大赛圆满落幕
十人荣膺“巴渠特美工匠” 扶贫创业大赛八人获奖 热心公益的“广场舞大妈”

在开幕式上的两旁，记者看到站在舞台两旁的
接待人员，她们统一身穿白T、黑裤。一位名叫黄菊
的接待人员告诉记者，她们这次是来做志愿者的，一
共10人。在开赛前一天就负责参赛选手的接待、签
到，11日负责接待引导。平日，除了跳广场舞，她们
都比较热心公益，做志愿者，觉得帮助他人很开心。

视力不如别人能力绝不落后

“我也曾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那眼睛看得见早晨,
看得见黄昏……”在开幕式上，一首高亢的歌曲，美
声唱腔惊呆四座。歌手下场后，一位女士迅速上前
搀扶引导。记者了解到，他叫尹聪，今年29岁，女士
是他的爱人。此次，他不光受邀演唱歌曲《我爱光
明》，还参加了技能竞赛盲人按摩保健项目。这一次
来参赛，爱人谭红菊带着孩子和妈妈一起来为他加
油。“孩子5个月了，平时的工作是做按摩，我很爱好
音乐。”尹聪侃侃而谈，十分外向。国内著名的盲人
歌手杨光,中国音乐民谣诗人周云鹏,世界著名盲人
歌唱家安德烈勃切利是他的偶像。谭红菊笑着告诉
记者，尹聪能力很强，现在自己创业开的按摩理疗
店，他去过很多地方，很幽默有趣。

和女儿一起做公益

“看见有人需要帮助，就自然而然去帮助了。”姚
松柏告诉记者，此次达州市蓝天救援队共30人受邀
负责此次活动安保志愿工作。他加入蓝天救援队已
三年，2018年10月把女儿姚燕珍带着一起加入了。
这次安保和女儿一起来的，希望给孩子树立榜样，以
助人为乐，帮助他人为荣。

我来为他们加油！

“我来为他们加油，也为自己明年参赛做准备。”
王毅笑着告诉记者。今年32岁的她老家在渠县涌
兴镇，现居住在西外，听朋友陈自立说市里在举行比
赛，很遗憾知道消息晚了，没能参加成，所以这次就
来为他们加油，明年自己一定会参加。她告诉记者，
15岁时摔伤脊椎后就不能站起来了，但是自己没有
自暴自弃，做微商，摆地摊，自己还有一个女儿，每天
还要坐轮椅去接孩子放学，“只要自己努力自强不
息，就是最棒的！”

再难也不放弃

今年49岁的李伟，渠县人，先天性聋哑人，不会
手语，不识字。此次参加的是竹编，试题是利用赛事
组准备的材料，参照现场竹篮造型，手工编织，并设
有尺寸范围、长度。截断竹条时需要用卷尺测量。
因为不识字，不知道尺寸是多少，需要志愿者用卷尺
测量竹条之后，李伟再用竹条去量竹篮的长度，十分
费时，不过他一直十分用心，专心致志，丝毫没有放
弃。

“贴号码时给我贴帅点”

“贴号码时给我贴帅点。”在盲人按摩赛场等候
室，志愿者在给等候考试的人贴号码牌，程涛是第二
轮1号。他笑着说，“万一监考老师看我号码牌贴的
帅，说‘这小伙子，可以！第一名。’帅气的出场很重
要啊。”今年30岁的他是渠县人，目前在绵阳科技城
做按摩推拿工作，他告诉记者，他是先天性青光眼，
一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看清东西，9岁时就失明了，但
是从未气馁，一直都在学习，努力上进，感谢平台给
他参赛的机会，展示自我，证明自己。“欢迎你来绵阳
做客，请你吃米粉。”记者离开时，程涛一脸热情。

11 日，由达
州市政府残疾人工
作委员会主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市扶贫开发
局、市残疾人联合
会承办的我市首届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
赛暨残疾人扶贫创
业大赛落下帷幕。

10 名获得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一等奖的选手被授
予“巴渠特美工
匠”荣誉称号，每
人奖金 3000 元；
二等奖 20名，每
人奖金 2000 元；
三等奖 30 名，每
人奖金 1000 元，
获二、三等奖的选
手，被授予“达州
市技术能手”荣誉
称号。8名选手分
获残疾人扶贫创业
大赛一、二、三等
奖。00６—０７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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