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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雪

  在西海岸新区宝山镇，青岛瑞联合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志刚是出了名的乡村振兴带头人。“对于农民群众来说，
喊十句口号不如做一件实事。”多年来，吴志刚始终情为民系、利为民谋，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公司发展的首要任务。
  经过多年努力探索，吴志刚创办了青岛市首家“乡村惠民工厂”，帮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经验模式在全区推
广。他还通过投资锦鲤养殖、开展劳务教育培训等一系列举措，促进三产融合、相互赋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
振兴发展之路。吴志刚先后获评新区乡村振兴“公益之星”、新区乡村振兴工作先进个人、“最美新区人”等荣誉称号。

　　□文/图 本报记者 龚鹏

　　今年12月3日是第33个“国际残疾
人日”，主题为“增强残疾人领导力，共
创包容且可持续的未来”。为大力倡导
扶残助残良好社会风尚，12月3日，区
残联联合金诚信机械有限公司、启祥
菲诗奇迹医美、大鱼家族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等爱心企业走进星梦佳园儿童
康复训练中心开展“国际残疾人日”送
温暖活动。
　　活动中，爱心企业代表为该中心送
来了康复专用教具等物资，以及米、面、
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并与孩子们一起进
行游戏互动。“通过互动，孩子们展示了
自我，也增强了自信。”星梦佳园儿童康
复训练中心负责人张玉军说道。
　　“我们希望通过参与此次活动，深
入了解残疾人的需求，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金诚
信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少龙说。

  “区残联始终致力于关注并解决
残疾人生活中的‘小细节’，同时，我们
针对残疾人群体的具体需求，提供定
制化服务。未来，区残联将呼吁更多志
愿助残力量为残疾人提供更多帮助和

支持，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来自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和关爱。”区残联组联科负
责人曾祥杰表示。
　　曾祥杰介绍，全区残联系统通过
整合服务资源、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方

式方法，大力推进残疾儿童康复和残
疾人基本康复、辅助器具适配、职业培
训和就业、托养、助学、家庭无障碍改
造、残疾评定补贴等工作，有效满足残
疾人的个性化需求，在全面落实惠残
助残政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今年以来，区残联共投入资金800
余万元安养困难家庭重度残疾人612
人；对53户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
碍改造；投入资金65万元为新区60周
岁以下残疾人投缴意外伤害保险；为
5168名困难重度残疾人发放就业生活
补贴1968万元；对603名困难残疾学生
和困难残疾家庭学生实施救助和奖
励，发放救助和奖励金116.3万元；为
11867名重度残疾人实施居民社会医
疗保险补贴工作，共补贴资金234.7万
元；为残疾人创业者落实一次性创业补
贴6.3万元，为892名残疾人个体户落实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补贴
1152.31万元。

区残联联合爱心企业开展“国际残疾人日”送温暖活动

用心用情托起残疾人“稳稳的幸福”

吴志刚（左一）在宝山镇发展锦鲤养殖特色产业。

创办青岛首家“乡村惠民工厂”，发展锦鲤养殖产业……吴志刚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带富一方百姓

　　2018年，吴志刚来到宝山镇，发
现村里年富力强的妇女有的赋闲在
家、无法为家庭增收，有的外出打
工、难以顾及家庭。他便想：如果就
近办一家“乡村惠民工厂”，是否能
帮 助 这 些 劳 动 力 实 现 家 门 口 就
业呢？
　　当年8月，吴志刚便盘活宝山镇
胡家村的一处闲置宅基地，将其建
成厂房。随后，他又多次拜访与自
身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客户，经过反
复沟通协商，最终在胡家村开设了
全市首家“乡村惠民工厂”，引入海
尔、海信等企业的遥控器生产线，进
行代加工。
　　据悉，“乡村惠民工厂”采用“订
单企业+惠民工厂+务工群众”的代
工模式，免费培训留守妇女等群体从
事简易电子器件加工，并采取“保底
+计件”的方式保障工资收益。“因为
家里有两个孩子，我出去工作不太方
便。这里离家近，在这儿上班不耽误
照顾孩子，每个月还能有3000多元的
收入，我挺满意。”胡家村村民孙丽英
说道。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乡村惠民
工厂”从首批为9名妇女提供就业岗
位，到如今累计吸纳130余人，真正让
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2022年，

“乡村惠民工厂”通过国际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完成了由小微企业到规上
企业的转变。截至目前，工厂已生产

合格产品1500余万件，完成产值过亿
元，实现人均月增收3000-3600元。
　　如今，“乡村惠民工厂”模式已在
全区层面得到推广。

　　“要想将致富果挂满枝头，就必
须有一份特色产业。”2023年，吴志刚
萌生了一个发展特色产业的新思
路——— 锦鲤养殖。
　　“宝山镇拥有优质的山水资源，
我们要利用好这些资源发展特色产
业。”很快，吴志刚成立了宝山惠民
发展集团，投资1000余万元建设锦
鲤工业化养殖基地项目，项目一期

建成标准生态过滤池16个、室外培
育土塘4个。
　　记者在该项目的优质纯种锦鲤
种鱼基地看到，色泽鲜艳的锦鲤或
在水中游来游去，或争先恐后地进
食……“我们的锦鲤种鱼基地大力
推广生态、高效、健康养殖模式，目
前优质纯种锦鲤种鱼长势喜人。今
年孵化出的首批鱼苗，都是这些种
鱼的功劳。”吴志刚向前来考察的客
商们介绍道。
　　“下一步，我们将做大做强锦鲤
养殖基地，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群，
把该基地打造成为集名优锦鲤选育
研发、养殖生产、产品销售等于一体
的高档锦鲤渔业集聚区，带动周边农
户发展锦鲤养殖，使锦鲤产业成为当

地特色产业，帮助乡亲们打开致富大
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吴志刚
说道。

　　随着惠民工厂和锦鲤养殖基地
的成功，村民们的收入有了显著提
高，但吴志刚认为这还不够。“家有黄
金千两，不如一技在身。只有让乡亲
们普遍掌握知识技能，才能拥有更广
阔的就业空间，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
更坚实的人力保障。”吴志刚说。
　　为此，吴志刚开办各类培训班
300余场次，惠及6000余人次。同
时，他还为培训合格的学员提供上
岗机会。“我们设立了研学基地，与
相关单位紧密合作，举办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班，将培训资源送到村民
家门口。”吴志刚说道。此外，吴志
刚还建立起社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务工需求台账，对有需求的人员实
施精准培训，在满足“乡村惠民工
厂”用工需求的同时，安排村民到协
议单位定点就业。一系列有针对性
的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有效解决
了村民在农闲时节的打工需求和乡
村工厂招工难的问题。 
　　从一名爱心企业家到乡村振兴
带头人，吴志刚一心致力于不断提高
村民收入，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
当。“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喊十句口号
不如做一件实事。未来，我将继续践
行初心使命，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最
大的力量。”吴志刚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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