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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就业报道

（上接第十七版）

四、平等参与酒店经营及员工活动。残疾人在加

入香格里拉大家庭后，酒店一视同仁，让他们和正常

员工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 他们和普通员工一样参

与酒店经营活动，参与酒店的意见调查，为酒店的发

展献计献策；在这种氛围烘托下，他们积极参与酒店

丰富多彩的员工活动，在愉悦自己身心的同时，也加

深了和同事们的感情， 加深了对香格里拉大家庭的

认可。

五、 专业的培训让他们在香格里拉得到了成长。

一进入香格里拉， 酒店就为其安排为期4天的入职培

训，全面了解酒店概况，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融入酒

店。在进入部门之后，部门也为其安排了专业的知识

技能培训，这使他们从一位对酒店一无所知的新人迅

速成长为一名技术娴熟、 能独立担当一面的能手。同

时酒店还邀请了手语老师，专门为酒店的聋哑员工做

特殊培训，内容涉及香格里拉企业文化、参观酒店、部

门介绍、产品知识介绍、酒店人事政策、企业社会责任

以及香格里拉热情好客 I到 IV的培训。 让他们更全面

系统地了解和认知香格里拉酒店，从而帮助他们更好

地融入香格里拉大家庭。

残障员工生活也精彩

王小琇， 一个乐观向上又乐于助人的女孩，2010

年4月份加入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人力资源部， 酒店

根据她的所学所长及本人的实际情况，安排其管理酒

店人事档案，安排管理酒店假期以及员工活动、海报

设计等工作。

王小琇刚刚加入香格里拉人力资源部，部门就安

排专人对其进行一对一培训，她本人凭借在“长江新

里程计划”项目所培训的电脑知识，发挥聪明才智，迅

速地掌握培训内容， 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

容。在她的努力下，酒店的档案室被管理得井井有条，

假期安排合理有序，活动海报精致大方。

在酒店连续两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酒店不

同部门的聋哑人自发编排了手语舞蹈《感恩的心》。他

们用手势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用肢体来诉说他们的

浓浓谢意， 全场观众不约而同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他们的精彩表演得到了全场观众的认可，最终获得酒

店“我最喜欢的春晚节目”评选一等奖。

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以国际理念超比例安置残疾人

杨萍：带领残疾人兄妹一起就业

石璐 本报记者 王少华

杨萍， 女，1962年出生在一个富

裕的干部家庭，因小儿麻痹症，落下

终生残疾。她不屈服于命运，凭着对

生活的无限热爱和事业的执著追求，

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裁缝成为岛

城小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和打板师。

从一间6台缝纫机、3个合伙人的小作

坊， 发展成拥有先进的CAD制版设

备、60多台缝纫机及特种设备、40多

人，产品远销欧美 、日韩 ，年产值达

500万元的青岛雅时依工贸有限公

司， 成为青岛市残疾人实训基地、山

东省优秀残疾人基地。作为残疾人女

企业家，杨萍先后获得山东省共享阳

光创业明星、山东省残疾人技能大赛

裁剪三等奖、青岛市残疾人技能大赛

裁剪一等奖、青岛国际时装周时尚奖

银奖；2008年， 被选为北京残奥会火

炬传递助跑手，2011年被评为青岛市

残疾人创业明星。

随着杨萍公司不断完善扩大，已

具备制作各种服装的能力，服装产品

已走出国门，远销韩日、欧美，深受广

大外贸客户喜爱，其中为意大利一家

世界名牌NORWAY加工时装时，客户

来验货时，看到做工细腻、款式时尚的

服装出自聋哑孩子之手，竖起大拇指，

“VERY GOOD！”连声不绝。

为了回报社会， 实现残疾人朋友

携手同行的目的，杨萍的工厂雇佣了

很多残疾的年轻人。她认为：做企业就

是做人，她要把别人给予的那份关爱

传递给更多人。如：山东乐陵聋哑女孩

王菲菲被遗弃，天天在街上游荡，杨萍

不仅接纳她就业，还悉心将她培养成

生产流水线上的操作高手。初来工厂

的王菲菲总以各种理由不想干活，杨

萍尝试采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感化、

帮扶，利用其对母亲的孝心，发掘孩子

感恩的天性，从回报社会角度进行引

导，并积极培养其劳动技能。现在这个

女孩在公司里找到了心爱的另一半，

结婚生子。公司四十几名员工，残疾人

占40%， 这几年公司还先后培养各地

智力、聋哑 、肢残残疾员工60多名，聋

哑孩子都亲切地喊杨萍妈妈。 针对一

些弱势群体， 杨萍推出了自己的便民

举措，为所有的残疾人免费服务。免费

设计儿童的演出服和老人的服装；应

顾客的要求做形象设计， 帮助特体人

群树立自信。 杨萍不但让员工学到技

能，还教他们怎样做人，公司还成立了

残疾人协会，公司专门有人负责，残疾

员工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 有什么问

题都能及时解决，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

健康、 和谐、 便利的生活工作环境。

2011年在市残联的扶持支持下， 杨萍

的公司建成了青岛市残疾人服装缝制

基地，迄今为止，先后培养实训了残疾

人53名，实现残疾人就业40人。

童年的杨萍就坚强不屈服、 与命

运抗争。中学时，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

前茅，第一批入团并当选团组织委员。

由于历史原因，未能上大学，这成了杨

萍一生的遗憾。 没能上大学的杨萍通

过父母帮助在国棉一厂找了份会计工

作，工作地点恰好紧挨裁缝车间。因天

生对裁剪感兴趣， 她总是一边看师傅

们干活， 一边琢磨裁剪技巧和颜色搭

配。1984年，青岛举行第一届服装大奖

赛，作为“门外汉”的她给组委会送去

的不是自己设计的图纸而是4件成品

服装，结果评委看中3件，并推荐参加

全国优秀作品巡展。从此，杨萍爱上了

裁剪这门手艺， 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

和服装设计， 还自费参加了青岛服装

研究所的培训班。2003年，杨萍设计的

套装在青岛国际时装周上获时尚奖银

奖， 是获奖者中唯一不是科班出身的

设计师。 她积极参加残联举办的残疾

人SYB创办你的企业创业培训，掌握市

场分析、理财、经营公司等知识，又参

加了青岛市劳动局举办的IYB改善你

的企业培训班。 杨萍在学习中摸索前

进，从没进过工厂的杨萍，寻找一切机

会，充实学习，亲自登门三次去胶州青

岛绮丽高级时装厂， 终于感动了厂长

把工厂的管理经验和管理制度复印一

份给杨萍， 并亲自领着她参观工厂各

道工序。去韩国企业（多非服装有限公

司）学习先进的流水线排列，边办企业

边学习，一路跌跌撞撞走来，通过艰辛

的努力， 终于摸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

业之路。

练就过硬本领 奠定创业基础

2000年， 杨萍在朋友的资助下，成

立了“杨萍服装店”，迈出了艰辛创业

的第一步。凭借着她手中的“金剪刀”，

渐渐地“剪”出了名气，制衣店生意逐渐

红火起来，为她积累了“第一桶金”。但

是，命运多舛的杨萍却迎来了人生最大

剪出创业蓝图 实现人生跨越

设计美丽人生 实现共同发展

的考验：丈夫遭遇严重车祸，整条腿被

撞碎了，打了四块钢板，至今未愈。由

于当时开店购机器，手头没有余钱，30

多万医疗费都借的外债。祸不单行，屋

漏偏遇连阴雨，就在这个时候，杨萍的

母亲去世，父亲生病，巨大的压力都在

她一个人身上，她几乎成了机器人。既

要做衣服养家糊口，为丈夫付医疗费，

又要照顾老人孩子。

不屈服于命运的杨萍没有被压

倒。她通过对行业、技术、经验、人力、

业务、财务、客户等创业资源条件和经

营管理、行业准入条件的分析，积极咨

询有关专家，明白自己具备了进入服

装行业起码的资源和一定的差异性

资源，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裁剪技术，

打造自己的品牌，将自己的制衣手艺

转向市场，剪出自己的创业蓝图。2006

年，她筹划成立了青岛雅时依工贸有

限公司，注册资金50万，厂房1000平方

米。面对外贸公司，利用制版技术和样

衣制作的优势，给各大品牌做开发产

品。杨萍学会两条腿走路，一边为外贸

开发样品，争取订单为残疾人工厂找

货源，一边把眼光瞄向两个群体：特体

人群和残疾人。杨萍从服务对象的实

际情况出发，决定大胆尝试，把日本服

装制作商用于大批量服装裁剪的工

艺———原形裁剪法经过改进用到了

个人服装裁剪上，从而较好地解决了

特殊形体客户对服装的特殊要求，既

美观又合体的衣服受到顾客的好评。

中国残疾人书画家作品精选

王兴，中国残疾人书法家联谊会会员、中国残疾人美术

家联谊会会员、山东省书协会员、楹联学会会员、《青岛残疾

人》艺术编辑、青岛渤海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自幼酷爱书画、辞赋。 曾就读于中国书画大学；电大中文

系；中国书协培训中心研究生系。 亲得欧阳中石、刘炳森等大

师指点，作品被收入《中国书画家作品选》等十余部专著中。

王

兴

简

介

刘诚， 山东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 青岛市工艺美

术协会会员， 青岛市城阳区

工艺美术协会副主席， 青岛

市城阳区聋人协会主席，创

建刘诚锲金艺术工作室。

2000 年， 获山东省残疾

人职业技能选拔赛“广告制

作” 第一名； 2013 年， 作品

《雄鹰展翅》获“2013 中国（青

岛）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

作品《钟馗神威》入选第十七

届山东省美协新人新作展；

作品《梅兰竹菊》四屏获“中

国首届东北亚版创意精品展

交会”创意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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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郭立，字砚明，号长柏，中国民主建国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青岛市书法家协会理事，青岛市李沧区政协常委。

2012年 7月被评为“青岛市自强模范”。

六岁随父母习临书画，先后师从刘海粟、林散之、

尉天池、吕骏和等诸位先生，篆刻师从高石农先生。 作

品先后在《书法导报》、中国书法家网、《书法》、《青少

年书法报》、《书与画》、《青岛日报》、《青岛晚报》等媒体

上发表。 中央电视台、青岛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专题

报道了其学习书法的艰苦历程。 因手录《全唐诗》，被

书法界誉为“当代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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