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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给我苦吃，我还它甜甜
地笑。

维修电器的罗登华最崇拜
的偶像是霍金，他说，虽不能成
为像霍金那么伟大的人，但是一
定要像霍金一样做一个“敢于向
命运挑战的人”。

做面条的吴发国，如果不卷
起裤脚，露出那只布满伤痕的
腿，很难看出他的异样。他说，不
管身体如何，他是家中的顶梁柱，
他要用双手为家人撑起一片天。

养小龙虾的王绪国脸上总
是带着淡淡的笑，唯一的右手早
已磨出了许多老茧，但他对生活
充满了期待，只要肯干，就一定
能成功！

这三位残疾劳动者，他们的
人生或许有不幸，有残缺，但采
访过程中，他们从不悲观、抱怨，
他们用双脚、用独臂，用辛勤的
劳动、拼搏的汗水，改写自己的
命运，拼出精彩的人生！

今天，就让我们为
“不认命、不服输”的他
们点个大大的赞！

——扫描大足残疾人劳动者

臀部靠近桌沿，稍一垫脚，他就
坐上了维修桌，小心蜷着双脚，将身
体正面朝向坏了的电风扇。先用右
脚，将螺丝刀夹在拇趾与其它四趾间
的缝隙中固定，然后利用摩擦力使螺
丝刀旋转。随后，用脚操作万用表检
查线路……他用双脚维修家电，令人
称奇叫绝；拍摄、剪辑，他以独特的视
角和真挚的情感拨动无数网友的心
弦；双手不便，他没有选择放弃，而是
将挑战视为磨砺，用双脚代替双手，
练就一身绝技。

他叫罗登华，他说，“命运给了我
一双残缺的翅膀，我要‘用脚飞翔’。”

苦练脚趾 圆了上学梦

“我是一个残疾人，从小爱好电

子产品，意外收获一名老师，教会我
家电维修，我就用双脚创造生活。”这是
抖音账号“大足奇人罗登华家电维修”
的自我介绍。经营此账号的正是大足
区棠香街道冉家店村村民罗登华。

罗登华今年 40 岁，1 岁多的时
候，因为高烧，双手几乎被剥夺了全
部的功能。双手手指完全不能自由
活动，语言表达也受到了影响，很难
说出一句完整而清晰的话。

即便如此，罗登华心中那团火从
未熄灭。

6岁那年，他鼓起勇气向母亲吐
露“妈妈，我好想读书！”“华儿，妈妈
也想让你读书，可是你的手不能写字
呀……”母亲将罗登华紧紧搂在怀
里，轻声哭泣。

为了能上学，罗登华每天很早就起
床练字，他用脚趾夹起小石头在地上胡
乱涂鸦，脚被磨出了血，打出了泡。

寒来暑往，罗登华一练就是五
年。练字成功的罗登华也终于叩开
了学校的大门！

“窗外，寒风猛烈地撞击着玻璃，
绵绵的雨如魔鬼似的不断砸到地
面。我思绪如潮，不禁又回到冷冷的
童年……”这是罗登华初中时刊登在
校报的一篇文章《鲜血铺就求学路》，
文中他描述了童年练字的点点滴滴，
令人动容。

练就绝技 开了维修店
读完初二后，因为身体原因，罗登

华没有再继续上学。一直对家电维修
感兴趣的他，想到了学习维修家电的手
艺，“有门手艺，以后就不会饿肚子！”

没有老师教，他就把家里的电
视、风扇拆开自己研究，甚至还用好
不容易攒下的50块钱，买了台废旧的
黑白电视来做实验。

后来，终于有位腿部残疾的老
师，同意收下他为徒。

“跟师学的那 8个月让我受益良
多。”此后，罗登华又四处锻炼，跑了
两年的上门维修。

渐渐地，罗登华在当地有了一定
的知名度。趁热打铁，他在号子口开
了一家名为“奇人家电维修部”的店。

技术好，还用脚修电器，“奇人家
电维修部”的名字很快被乡亲们传开
了，找他维修电器的人也越来越多，罗
登华那时每月的收入可达2000多元。

努力坚持 有了幸福家庭

“奇人家电维修部”出名了，吸引
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就包括在大足
的云南人李玉弟。

李玉弟和罗登华一见如故，很快
便闪婚了。“他踏实肯干，需要人照

顾，我也很想照顾他。”就这样，两颗
单纯质朴的心走到了一起。

婚后不久，两人便有了可爱的
女儿。孩子的降生，罗登华的干劲
更足了。

2017年，夫妻俩把店“搬”回了老
家，继续着家电维修的生意。为了维
持生计，不管多远，只要有人打电话
需要维修电器，李玉弟就骑车载着丈
夫出门了。

近几年，尽管生意不如从前，但
夫妻俩不怕吃苦，认真干活的心从未
改变。2020年，儿子的出生使这个小
家庭愈发幸福。

202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罗登
华接触了短视频，便萌生了自己拍摄
的想法。

“我穿针线、补衣服都行，拍视频
肯定没问题。”罗登华便拿起手机，开
始记录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希望，
通过我的视频鼓励那些像我一样的
残疾人，不要放弃，坚强地面对人
生！”

两年左右的时间，罗登华已在抖
音上发布了 217个作品，获得的点赞
超过了40万，其中一条短视频更是收
获了511万的播放量。

去年，同为残疾人的刘才正更是
将罗登华的事迹拍成了两分多钟的
短视频《用脚飞翔》感动了无数网友。

早上 6点半，棠香街道金星社区
4组，吴发国家的和面机准时打开，面
粉、水的比例，和面的时间等等，吴发
国都亲力亲为精准把控，“每一个环
节都要用心，才能做出美味的面条。”

吴发国今年 57 岁，肢体 4 级残
疾。他做面条源于 30多年前的一次
偶然。

18岁高中毕业后，吴发国跟着师
傅学起了裁剪做衣服，手艺不错的
他，后来也在裁缝铺当起了老师。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渐渐地，
做衣服的人少了，吴发国的生意也愈
发惨淡。这时，一个朋友找到他，提
议两人合伙做面条。

1993年，在龙水大围，两人投资
开了面条作坊。

“因为没有找到

愿意教做面条的师傅，我们只好自己
摸索制作方法。”回忆起最初的点点
滴滴，吴发国忍不住笑出了声，“一开
始，我们做的面条不是干了，就是湿
了，好长一段时间，做出的面条都要
不得。”

眼看着投资要打了水漂，朋友也
萌生了退出的想法。吴发国却没有放
弃，一头扎进小作坊，不断调试比例，

终于作出了没有任何添加剂、口
感上乘的面条。

面条有了，销路
怎么打开？把面
条装进背篓，吴
发国骑着自行
车背起背篓
出门了。“我
把面条放到
你这里卖，卖
出去了，我再
来收钱。卖不

出去，我来收面。”方
圆数公里的副食店，
他一家都不放过。

龙水、石马、三驱、
双桥……就是这种吴发
国认为“很笨”的方法，
打开了他“阳光面”

自然晒干、无添加的知名度。而他送
面的足迹也遍布了大足的各个镇街，
一个月面条的销量可达到7000多斤。

然而，好事多磨，2000年，吴发国
遭遇了一场交通意外，右腿小腿胫骨
断裂，需要手术治疗。

面条作坊没了主心骨，妻子熊厚
贤也慌了神，怎么办？家里还有 3个
孩子，2个老人需要照顾……

“一家人要生活，我必须坚持！”动
完手术没几天，吴发国就打着石膏回
到作坊干了起来。他席地而坐，剪面，
一坐就是一上午。他手把手教妻子和
面的技巧，如何判断面条是否晒干。

这时，残联也向他们伸出了援助
之手，给上大学的大女儿送电脑，给二
女儿送上学的机票，安排实习的机会。

夫妻俩怀着感恩的心，咬牙坚
持，一步一步走出了困境。

2008年，随着老家交通的发展，
吴发国和妻子琢磨着把面条生意迁
回去。

于是，他们在金星社区 4组注册
成立了大足区国宏干面加工厂。依
然遵循着无任何添加，自然晒干的原
则，国宏挂面如今一个月能卖两万斤
左右。除了大足本地的客户，国宏挂
面还通过物流销往四川、云南、贵州
等地。

寒来暑往，虽然右腿有残疾，下

雨天，还隐隐作痛，但坚韧的吴发国
靠着双手制作的面条，供出了 3个大
学生，两个女儿已经工作，最小的儿
子正在上大一。

“平时一个月能休息几天，春节
生意好，我们一天都不能休息。”熊厚
贤看着丈夫心疼地说，“受伤后，他的
右腿要短一些，这些年他都是咬牙坚
持，外人看不出来。”

如今的吴发国夫妇，忙碌而知
足。每天早上 6点半和面、制作面条
要忙到 11点，然后包一个小时挂面。
午饭后开始收面、切面，下午6点吴发
国去送货，晚上8点多才能回家休息。

眼看快到“退休”的年龄了，吴发
国希望，“有真心想学手艺的人来接
他的班。”

一夜春雨后，棠城大地阳光明
媚、生机盎然。4月 23日上午 9时
许，智凤街道高笋社区村民王绪奎
刚送走了一拨来拉小龙虾的商贩，
趁着间隙，他赶紧到田边去收最后
几笼小龙虾，“今天卖了 270多斤，
这几笼是留给一个客户的。”

王绪奎今年 37岁，6岁那年因
为电击失去了左臂，如今是当地小
有名气的“养虾大王”。

他穿着筒靴，右手提着一个塑
料桶和装虾的筐子，快步走在狭窄
湿滑的田坎上。收笼、倒虾、挑虾，最
后再把个头较小的小龙虾放回田
里，他的动作娴熟，速度和常人无异。

“我虽然失去了一只手臂，但
只要肯干、坚持，一样能成功！”把
小龙虾养出名堂的王绪奎，一路走
来也并非一帆风顺。

走出校园，王绪奎摆过地摊，
养过兔子，但都没有成功，直到
2019年，听朋友说养鳝鱼行情不
错，他便在本村找了七八亩田来养
殖鳝鱼。

“鳝鱼投资大，一亩就要上万
元。”王绪奎这时多了一个心眼，他
把其中一块田单独拿出来试试养
小龙虾。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鳝鱼亏
了，小龙虾却挣钱了。

试水成功后，王绪奎决定，把
所有田都拿来养小龙虾，并且逐渐
扩大规模。

为了扩大规模，王绪奎拿出全
部积蓄，加上东拼西凑借的，一共
七八万元，全部投到了虾田里。

刚开始，王绪奎买来2000多斤种
虾，放到田里没两天就死了一大半。

看到打捞起的死虾，王绪奎
欲哭无泪：“这才刚开始，怎么办

呀……”
“养殖环境需要先消毒。”养小

龙虾的前辈一针见血给他指出了
问题所在。

于是，王绪奎一边自己摸索，一
边向前辈学习养殖技术。不久后，他
在本村的养殖规模就达到了50亩。
为了继续扩大规模，他又先后在龙石
镇、荣昌等地承包了700多亩地。

5月要特别注意病害，天气一
冷一热，小龙虾容易得病；夏天还
要注意水灾、旱灾，2023年 6月，一
次暴雨，高笋社区的虾田被淹得只
剩一块，去年旱灾，小龙虾种虾全
部干死……如今的王绪奎对养殖
技术愈发得心应手。

“这几年，小龙虾的销量完全
不愁，只是价格有高有低。”王绪奎
透露，他和母亲在大足管理，父亲
负责荣昌那一片，两边加起来，一
年小龙虾的销量有将近30万斤。

创业路上有苦有甜，但王绪奎
都乐观对待：“未来，条件合适，我
还想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身残志坚、自强不息，他们用坚韧不屈的品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用脚“飞翔”的罗登华

面条人生

独臂“养虾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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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的春天

▲王绪奎正在收小龙虾。

▲王绪奎正在挑选小龙虾。

▼吴发国和妻子正在切面。

▲吴发国正在检查面条晒干没有。

▶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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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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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
。

▲罗登华用脚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