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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来，张耀坚一直把这
些员工当作自己的孩子，他就
是大家的“大家长”“老父亲”。

为更好地管理这批特殊的
就业者，在正式上岗之前，他们
都会接受一次精神残障等级评
估，同时要经过2至3个月的
培训。之后，工疗车间会根据
就业者的能力，分配不同难度
的工作。工疗车间开办以来，
工龄最长的已经有11年了，年
龄最大的就业者再过几个月可
以退休了。

张耀坚还定期给家长们开
会，讲述工疗车间的发展，表扬
优秀员工，倾听家长们的建
议。“工疗机构不仅提供就业机

会，还提供心理讲座、康复训练
和一些娱乐活动，我很放心把
我的孩子放在这里。”68岁的
陈女士说，她的儿子小方小时
候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导致精神
致残，不怎么说话。后来，她到
工疗机构考察后，觉得可以让小
方试试。几个月后，小方性格变
得开朗，还能自己搭乘公交车
上下班，家人一直非常感激。

很多人被张耀坚的精神感
动，甚至有精神残障人员的父
母为感谢张耀坚，报名成为工
疗车间的志愿者。

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一
度，面对患有脑瘫的儿子小胡，
王女士天天以泪洗面，甚至崩

溃，担心自己岁数渐大，30多
岁的“傻儿子”总有一天无人照
顾。后来，得知张耀坚的工疗
车间，她就带着儿子一起来工
作，逐渐走出了阴霾。王女士
说，是张耀坚给了他们希望，也
让她有了继续生活的信心。为
了报答张耀坚，王女士主动报名
成了志愿者反哺社会。

望着车间里那些快乐的工
作者，张耀坚甚至想，不久的将
来，要给这批特殊的员工办一
家养老院，让他们活得更有尊
严。

记者 丁晓虹 徐丽文
实习生 陈可威

通讯员 陈美芬 谢芸

他就是员工的“大家长”“老父亲”

在海曙区鼓楼街道苍水社区，有一位百
岁老太，正月廿八（2月28日）是她的农历百
岁生日，她收到了来自社区、志愿者和居民
的生日祝福。

每天3两烧酒，偶尔还要抽烟，周末小
辈陪着打打麻将，老人的生活“潇洒”得让年
轻人都羡慕不已。

老太太姓张，除了高血压、有点气管炎
外，身体不错。每天还会上下二楼，去散步，
和邻居聊天。

每天3两烧酒，偶尔还抽烟
2月28日，张老太太一大早来到社区的

“蓓蓓工作室”，请志愿者帮她修脚、理发。
修脚的时候，她告诉志愿者当天是她100周
岁生日。

一下子，整个工作室和旁边的社区办公
室都沸腾了。社区马上给老人送上鲜花，鼓
楼街道相关领导也闻讯赶来，和大家一起祝
福老人。

遇见百岁老人，大家都问她的长寿秘
诀。“没有秘诀！在饮食上，我现在荤菜吃得
少，蔬菜吃得多。但每天中午和晚上一定要
喝一杯半烧酒，偶尔还会抽烟。”张老太太笑
呵呵地说。

在老人的家里，桌上放着一桶绍兴一家
酒厂出的烧酒。一桶酒有2.5升，酒精度为
42度。“我就认准这个牌子了，喝了几十年
了。”张老太太说，以前她中午和晚上各要喝
2杯酒，每杯约1两。现在要少点，每天大约
3两。

除了喝酒，老人偶尔也会抽烟。但对她
来说，周日是最开心的时候。那一天，小辈
们会聚到家里，陪她打上几圈麻将。“有输有
赢，但输的时候比较多。”看得出来，张老太
太已经达到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境界
了。

五代同堂，有气就发
张老太太和丈夫共养育了6个女儿，其

中一个早逝了。“我是鄞州区钟公庙人，长大
后在一家布厂工作。”老人的记忆已经有些
模糊。

张老太太回忆，有了6个女儿后，一家
人的生活就变得有点紧张了。每天一下班，
她就要赶回家照顾孩子们。“孩子们都很听
话，大的照顾小的，就这么过来了。”

如今，老伴已经去世，女儿们都开枝散
叶，整个大家庭五代同堂共30多人。除了
一个女儿在广东外，其他4个女儿都在宁
波。每年过年，家里都非常热闹，广东的女
儿也带着全家过来。现在整个家里最小的
成员才1岁多，是唯一的第五代。过年发完
红包，老人还要请小辈们一起去饭店吃饭。

“满满三桌，都是我买单。”老人豪爽地说。
小辈们都很孝顺，在宁波的女儿们排出

了“值班表”，每周三、五都会有人上门帮老
人打扫卫生、买菜、洗菜、烧菜。“前几年，这
些事我都自己干，这两年有点吃不消了。”老
人很爱干净，家里很整洁，自己也会三天两
头用洗衣机洗衣物。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小女儿赶到了老人
家里，要接老人去饭店庆生。“我妈脾气不小，
打牌不顺也会骂人。有时候还把梦里的事情
当真，骂得我们都懵了。”但她认为，有气就发，
应该比生闷气、憋在心里好。张老太太认同女
儿的观点：“把气发掉了，心里就舒服了。”

记者 林伟 刘波 通讯员 唐悦旻

每天3两烧酒
偶尔还抽烟
周末小辈陪着打打麻将

这样的百岁老人
是否颠覆你的常识

老厂长退休后又办起了“厂”
12年来，200多户家庭因他而改变

一件善事坚持了12年，便成了事业。对江北区精神残障人士家庭来说，张耀坚的名字早已是
人人知晓。从2010年开始，张耀坚全身心投入到精神残障人员的帮扶事业中，并在江北区残联
的支持下，牵头创办了5家工疗机构，帮助上百名精神残障青年过上了自立生活。正如他的名字
一样，坚持而闪耀，如今72岁的张耀坚依旧用他的执着和努力，给200多户特殊家庭带去生活的
勇气，也为他们架起了一座通往共同富裕的桥梁。

虽然已年过七旬，但张耀
坚的日程比大多数上班族还要
紧凑些。正月十五过后，他不
是前往各级部门的窗口咨询政
策，就是在几个工疗车间里观
察细节。“因为季节原因，部分
精神残障的员工可能会犯病，
我得叮嘱车间管理者要注意大
家的情况，有问题及时解决，及
时就医。”2月28日，在江北区
宁乐残疾人服务中心，看着40
多位员工都在很认真地工作，
张耀坚又赶紧前往另一个工疗
车间。

年轻时，张耀坚担任过多
年企业厂长，管理经验丰富。
退休前，他最后一个岗位是担
任一家福利企业的厂长，这家
企业主要接收和安排肢体残障
人员的工作。这也是张耀坚第
一次接触残疾人。

2010年，张耀坚退休。闲
不住的他经常关注身边朋友的
动态。有一次，他在奉化一家
阳光驿站考察，发现驿站为精
神残障人员的家庭提供付费托
养服务。这给了他启发：为何
不把托养机构建在企业里？这

些精神残障人员能边康复边做
些力所能及的活，未来等这部
分人老了，也能有退休金收入。

就这样，张耀坚用了3天
时间，跑了多个部门，咨询精神
残障人员社保等政策，之后又
找到一个朋友合作，很快在江
北区庄桥街道办起了江北宏昇
工艺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塑
料、工艺品。2011年 1月，该
公司获批营业执照，3月取得
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他创办
的第一家工疗机构算是诞生
了。

退休后为精神残障人员奔波

工疗机构成立后，张耀坚
逐个联系特殊群体，家访了解
情况。

他至今还记得，第一个上
门去找的是小邱家。小邱当时
30岁，家住慈城镇，患有二级
精神残疾，性格内向。

走进小邱家，张耀坚最大
的感受是心疼：“一间30多平
方米的小屋子里有两个房间，
除了毛竹床、竹凳之外，屋子里
几乎没有别的家具和用品。”

为方便照看小邱，父母只

能打打零工，收入单薄。张耀
坚把来意告诉了小邱的父母，
两人当场哭了，感动得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后来，张耀坚还把小邱的
父母也介绍去了工疗车间合作
的企业，从事保洁工作。这样
一来，一家三口都有了稳定收
入。如今，当年的小屋子早已
变成了两层楼洋房。

在工疗机构就业的人员
中，八成以上是张耀坚一个个
打电话找来的。

“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抱
着试试看的心情，但工作后，他
们就不想继续待在家里了。”张
耀坚说，去年疫情，工疗车间停
了很长时间，但每天都有人打
电话来问什么时候开工。还有
员工原先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从来不干家务。但在工疗车间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
有些家务自己也能胜任，就尝
试在家里做点力所能及的活。
这样的改变，让其他家庭成员
也感到意外。

八成员工是他打电话找来的

张耀坚和他的团队获得了多项荣誉张耀坚和他的团队获得了多项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