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境贫寒左腿残疾
求学求职一路艰难

自强不息努力奋斗
创业开公司一路拼搏

事业有成后
她选择了另一条追光路

回家乡为更多残障人士
托起“就业梦”

李王花的

窘迫求学路
50元、100元……
挨家借钱，终于凑够学费

1985年，李王花出生在万宁后安镇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3岁那年，李王花

因患小儿麻痹症左腿落下残疾。小小的

人儿，在看到张海迪姐姐的励志故事后，

她给自己定了目标：读书，学习一门技

术，养活自己。

2002年，李王花考上海南一所技校

学习服装设计。眼看快开学了，3千多元

的学费仍没筹到。李王花哭着求母亲，

“妈妈，你带我去借学费吧，我以后工作

了自己慢慢还钱。”

母亲心软了，带着李王花敲了一家

又一家的门，50元、100元……有人同情

愿意借一点，也有人说了一些不好听的

话婉拒了，可借到的钱远远不够，深感

绝望的李王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

两三天。最后母亲通过亲戚才凑够了

这笔学费。

第二年要前往广州一所学校学习，

马上就要启程了，李王花的学费还没着

落，当时她身上只有80元。

“必须鼓足勇气，我没有回头路。”李

王花跟着老师同学忐忑不安地去了广

州。一到学校，她直奔学生科找到科长

坦白了自己的困境。学校同意她先欠着

学费。“这笔钱最终还是我的班主任和另

一位老师先借给我的，一共2500元。”李

王花回忆道。

艰难求职路
找工作频频碰壁
一度街头“流浪”

有一年，李王花和同学一起去东莞

打暑假工，谁知屡屡碰壁，甚至沦落到身

无分文，只能在街头“流浪”。在一家棉

衣工厂里，她找到老板表示“不要工资，

只要提供吃住就可以”，最终找到了一份

缝纫机工的工作。

炎热的夏季，每天在犹如“蒸锅”的

铁皮房里工作15个小时，李王花热得满

头大汗也坚持了下来。暑期结束，老板

给了她103元，“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无

论如何辛苦，人都是可以活下去的。”李

王花说。

谈及过去每一次的绝望瞬间，李王

花不禁哽咽落泪，她感慨道：“以前吃的

苦受的难，也磨炼了我的意志，支撑着我

在创业路上一路前行，绝不放弃。”

本以为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就能挣钱

还债了，可现实再次打击到李王花。毕

业后班上的同学都有了工作，只有她还

没有单位接收，“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李王花倍感迷茫。

最终，在老师的多方联系下，李王花

在江门一家服装厂找到了工作。可工厂

太大，车间、食堂、宿舍分别在不同地方，

一下工700多名员工蜂拥跑去食堂排队

打饭。这些对李王花来说都有着不小的

困难。来回路程远、排队人多等待时间

长，都让李王花的伤腿酸疼不已，她有时

只能在宿舍吃泡面。

拼搏创业路
不停学习业务技能
做服装批发，开服装公司

虽然只是一名缝纫机工，可李王花

并不满足于完成本职工作，她还利用业

余时间学习其他部门的业务技能。从技

术工人走向销售岗位，从内销订单拓展

到外销订单，服装的设计、生产、销售等

流程她都烂熟于心。后来，她又凭着出

色的表现跳槽到另一家外贸服装公司。

2009年，李王花尝试创业做服装批

发生意。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穿梭在热

闹的批发市场拿货，拖着沉重的货物赶

公交成为她的日常。不到一年，批发生

意就实现盈利。两年后，李王花决定将

生意转手，和朋友合伙开服装公司，因为

质量过硬、经营有道，服装公司也凭实力

赢得了口碑。

李王花有一本小本子记录了她为了

上学所欠的每一笔钱，“后来每还一笔

钱，我就打一个钩，仿佛是在和过去的磨

难达成和解。”

在广东打拼期间，李王花也遇到了

人生的另一半。婚后她生下一个可爱的

儿子，一家三口定居在中山。

回乡助残路
带动超500名残障人士就业

2015年，听说海南省残联正在打造

残疾人创业就业一条街，李王花在深思

熟虑后，决定独自一人回海南创业，家人

一开始无法理解，劝说李王花放弃。

“以前求职屡屡遭遇不公正对待时，

我就曾设想过，以后开办服装公司，为更

多的残障朋友提供一个有尊严的就业平

台。”最终家人被李王花说服了。2016

年，她“狠心”把才1岁多的儿子留给丈夫

照顾，毅然回到海南创业，创办了海南王

花爱心服饰有限公司，主要以制作校服

与企事业单位的制服为主。

装修办公场地、购置机器设备、管理

残障员工、寻找客源订单……在广东动

辄上千件的服装订单，回到海南后李王

花只能从几十件衣服做起。慢慢地，公

司开始步入正轨。

“残障人士能行吗？”面对这样的质

疑，李王花不会反驳，而是用质量过硬的

产品去证明，交出令客户满意的产品。

2019年，李王花的公司投资120多

万元在临高东英镇和新村建分厂，创办

了残疾人扶贫生产车间，开展服装加工

生产，为农村重度残疾人提供托养日间

照料服务，解决困难残疾人及家属就地、

就近就业等难题。

作为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李王花

的公司辐射带动超500名残障人士实现

就业。

带着员工成就“更好的自己”

在生产车间，员工王小翠将缝纫机

踩得飞快，如果不是一旁放着一根拐杖，

根本看不出她有肢体残疾。

扶残先扶志，就业聚力量。8年前，

王小翠刚进公司时，缝纫技术“零基础”，

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包装、剪线的工作。

在李王花的鼓励下，王小翠不断学习各

种缝纫技能，如今已成长为生产车间的

“骨干”员工，月工资最高能达到七八千

元。

残障员工蔡汝威在公司工作8年多

了，虽然不善言辞，却十分能吃苦。“蔡老

板这些年努力干活，他把挣到的钱拿回

老家，一点一点盖起了两层楼。”李王花

为蔡汝威感到开心。

把王小翠的拐杖称为“金箍棒”、笑

称蔡汝威为“蔡老板”……与残障员工之

间的交谈中，李王花的话语充满尊重，这

些都一点点浸润着大家原先自卑敏感的

心，找到自我价值。大家也逐渐认为，

“我们和正常人没什么不一样，都可以通

过劳动自给自足，养活家人。”

根据残疾类型和残疾程度，公司提

供了相匹配的工种。在生产线上缝制衣

服、做熨烫、拉布，还有的做剪线工、包装

工，或者做搬运、清洁等。

准时开工奖、优秀员工奖、绩效奖、

工龄奖……为了激励大家，李王花精心

设置了很多奖项。

谈起李王花，员工纷纷竖起大拇指，

不仅仅是感谢，更敬佩她的精神。

在生产部主管王康华看来，在这个

大家庭里，李王花就是“大家长”。“公司

里残障人士比较多，大家互相帮助，在

李总的带动下，大家还会一起做公益帮

助他人。”王康华说。

这些年，李王花的坚持与付出，也先

后收获了多项荣誉：2017年，李王花家庭

荣获“海南省最美家庭”；她也先后荣获

“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先进个人”称号、

海南省三八红旗手、海南省青年五四奖

章、第八届海南省道德模范、第八届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2023年度“全国三八红

旗手”等多项荣誉。

“我们残障人士通过努力奋斗，把缺

失变成优点，也能成就更好的自己，变得

更加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一起努力向

社会传递光和热，弘扬自强不息的精

神。”李王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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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里穷只能借
钱上学、因身体残疾找
工作时无数次被拒绝
……年轻时李王花的求
学、求职之路历尽磨难，
却从未放弃追求心中那
一缕微光。经过多年的
坚持和奋斗，她终于拼搏
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因为淋过雨，便总想
为他人撑伞。在事业有成
之后，李王花成立助残企
业，先后辐射带动超500
名残障人士就业，为他们托
起“就业梦”。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燕珍

李王花（右）和员工研究布料。（记者曹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