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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博雅 文/摄

赵立伟： 要让更多残疾人站起来奖章背后的故事
7月的北京， 闷热。
当记者走进位于北京经济开

发区的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时， 树荫下十几个正在边纳凉边
等待治疗的肢体残疾病人出现在
眼前， 这是一个健康人平时无法
去想象去感受的情景， 记者的心
不由自主感到一丝莫名的痛。

赵立伟的办公室位于教研楼
9楼。 在这里， 记者听他讲述了
一个技能大师的成长经历和故
事。

命运和志向不谋而合

20多年前， 在石家庄的一个
小村庄有一个小卖部， 店主是一
个残疾人。 每当有人要买东西的
时候， 他都要踉跄地站起来， 一
只手拄着拐， 另一只手去拿商品
和收钱……这一幕， 深深地刻在
了当时只有15岁的赵立伟的脑海
中，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志
愿将来成为一名医生， 去帮助那
些身患残疾的病人都能够站起
来、 走起来。

有时候， 命运似乎总是眷念
那些善良的人们。 中学毕业后，
他幸运地进入全国唯一一所培养
假肢矫形技术人才的学校———中
国假肢矫形技术专业学校， 成为
该校第一届21名学员中的一个。
回想起学习的经历， 赵立伟感慨
地说： “我真的是非常幸运， 由
于学校是中德共建的学校， 当时
我们所学的专业课教材全是原汁
原味的德国版本， 而且实操教学
设备和专业教师也都是德国的，
不仅很快就接触到了最先进的假
肢矫形技术， 而且这所学校非常
注重动手实操能力， 这对我来说
锻炼很大。”

因为肯钻研 、 爱动手 ， 很
快， 赵立伟就成为学员中的佼佼
者。 “其实刚开始学习这项专业
的时候并不太了解， 但学着学着
就感觉到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工
作， 所以平时用了比别人多的时
间去实操， 多接触病人， 了解病
人需求， 也和少年时代的梦想不
谋而合了。” 赵立伟说， 由于他
表现优异， 本来应该回原籍工作
的他， 被留在了民政部假肢科学
研究所， 也就是国家康复辅具研
究中心的前身， 这可是代表全国

假肢矫形器研发最高水平的机
构， 让他有机会在实践与研学中
有了更大更宽广的平台。

命运因为善良而精彩， 这一
点对于赵立伟来说似乎很恰当。
20多年前， 因为同情心， 他就立
志成为一名医生， 去帮助那些身
患残疾的病人。 20年后的今天，
他不仅成为了一位医生， 而且通
过钻研假肢装配技术， 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取型手法和接受腔口型
结构， 成为国内掌握先进假肢装
配技术方面的领先者。

心里有爱坚定了选择

俗 话 说 “ 万 事 开 头 难 ” ，
1998年， 作为假肢学院第一届毕
业生， 赵立伟被分配到民政部假
肢科研所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
心前身） 工作， 作为一名新人，
在学校更多的是理论知识的学
习， 而跨入工作岗位， 就见到了
形形色色的残疾人， 这也让他遇

到了想不到的心理压力。 “在学
校时学习也确实很累， 但因为喜
欢， 所以每当看着自己亲手研制
的产品很有成就感， 很快乐， 总
会不由自主钻研进去， 像欣赏一
件艺术品那样反复的研究反复的
看。” 采访中赵立伟向记者介绍
说： “可到了工作岗位就不一样
了， 我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肢
体残疾病人， 因为病人情绪不稳
定， 有的因长期残疾造成了心理
障碍， 有的因为意外残疾甚至失
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
不少病人并不能很好的配合装配
假肢， 这给假肢的安装带来很大
的难度。 一开始真是无法接受，
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很大， 甚至自
己也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赵立伟告诉记者， 自己是个
研究技术的， 当时精神压力是一
方面， 更多的压力来自于患者对
自己辛苦研制的产品———假肢不
满意， 这让他感到非常难。 他举
例说， 一次他给一个刚刚因为车

祸而截肢的病人做好了假肢， 可
是更改了很多次， 病人还是不满
意， 说不舒服， 让他甚至对这个
工作快失去信心了。 后来， 经过
领导和师傅们的开导， 他理解了
这份工作的意义， 他知道他所面
对的是一群特殊的病人， 只有全
心给他们关爱， 竭力地用技术帮
助他们恢复快乐的生活， 才是病
人们最需要的。 师傅告诉他说：
“你做的是一项伟大的工作， 当
你帮助一个肢残人士重新走起
来， 正常生活， 其实是帮了一家
人 ， 甚至一个社会圈子的人 。”
所以， 他深深明白了选择这个专
业的意义， 在爱的基础上， 让他
度过了那段难忘的时光 ， 用理
解， 走出了技术创新之路。

“取型、 修型、 成型、 打磨、
组装、 适配……这些听上去简单
的流程， 对于病人和医生来说都
十分不易 。” 赵立伟告诉记者 ，
研制假肢这项产品和其他产品不
一样， 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 比
如说病人的截肢情况不一样、 恢
复情况不一样、 对装假肢以后生
活要求也不一样等等， 加之不少
患者情绪不稳， 假肢装配难度较
大。 所以， 爱心是从事这项工作
最最基本的要求， 他要对每一位
初装患者， 耐心地讲解假肢的功
能， 认真检查患者残肢状况， 反
复打磨为患者挑选最适合的假
肢。

钻研技术永远没有止境

如今， 赵立伟走入工作岗位
已经整整17年了， 这期间， 他一
直刻苦钻研假肢装配技术， 并紧
跟国际先进假肢接受腔制作工
艺， 不断探索， 融会贯通应用到
实际工作中， 成为国内掌握先进
假肢制作技术方面的领先者。 同
时， 对于大、 小腿截肢的极短残
肢病人、 髋离断截肢病人以及双
侧下肢截肢病人的假肢装配， 形
成了自己一套成熟的装配方法和
技术 ， 经临床截肢患者反复试
验， 取得了良好的康复效果。

截至目前， 已经为残障者装

配辅具2000多具。 记者了解到 ，
大量的装配实例， 让赵立伟的技
术越来越细腻。 2012年， 在北京
市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假肢师职
业比赛中， 经过初赛、 复赛、 决
赛三个阶段的角逐 ， 他一路领
先， 最终取得决赛冠军， 并获得
“北京市技术能手 ” 光荣称号 ；
2013年被民政部授予 “全国民政
行业领军人才” 荣誉称号； 2014
年民政部批复的 “赵立伟技能大
师工作室” 项目如今也正在筹划
中； 今年， 又获得了北京市劳动
模范的光荣称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赵立伟
除了日常的研制工作， 作为 “福
康工程” 项目的假肢配置实施负
责人， 每年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
到内蒙古、 甘肃、 宁夏、 青海、
陕西、 西藏、 新疆、 云南、 贵州
等地区开展工作， 为肢体残障者
（特别是福利机构中的供养对象）
配置康复辅具。 经过他的努力，
每年西部地区都有超过400多名
残疾者穿戴上适用的假肢、 矫形
器， 大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自理
能力。 这项工作不仅减轻了福利
院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 还提高
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增强了生
活的自信心。

与此同时， 赵立伟还参与了
国 家 标 准 《假 肢 配 置 服 务 》 、
《执业假肢制作师服务规范 》 、
《执业矫形器制作师服务规范》、
《上肢假肢 （成品） 装配通用要
求》， 以及上海市地方标准 《假
肢、 矫形器配置机构服务规范》
的起草和制定， 促进我国假肢行
业的发展， 规范了假肢装配企业
的服务行为， 保障了广大肢残患
者的假肢装配效果。

而当聊起所取得的荣誉， 赵
立伟似乎并不在意， 他说他就是
个研究技术的人 ， 因为工作关
系， 让他了解了全国各地大量因
为各种原因导致肢体残疾而需要
假肢的病人， 所以他感觉钻研技
术永远没有止境， 为了让更多的
残疾人能够站起来、 走起来， 他
更要加倍努力 ， 要以饱满的热
情， 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残疾人都能够站起来， 让他们和所有正常人一样拥有美好的生
活。” 说这话的是赵立伟， 他是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辅具装配部主任， 高级技师， 也是
一名北京市劳模、 技术能手。 2014年民政部批复在其工作单位建设 “赵立伟技能大师工作
室” 项目， 他是项目领头人。

“我要做职工遇到问题想得
起、 找得着、 靠得住的工会人。”
延庆县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工会联
合会副主席王仁军是一名70后，
做事讲究责任感， 从事工会工作
以来，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
做的。

在推进工会规范建设时， 王
仁军要求对生产经营稳定、 组织
机构正常的基层工会实行 “五
亮”， 即亮牌子、 亮身份、 亮制
度、 亮项目、 亮程序， 让职工看
得见、 找得着。 去年， 基层工会
新增会员500名， 办理京卡·互助
服务卡521张。

王仁军注重通过集体合同来

维护职工权益， 在企业经营管理
有序、 职工队伍稳定的企业中推
进企业合同签订工作。 目前开发
区21家实体企业中16家企业签订
了集体合同， 2014年新续签合同
企业8家 ， 签订率76%， 集体合
同和工资协商的签订， 为劳动争
议和纠纷提供了重要依据， 维护
了职工的权益。

王仁军还把每年两次的厂务
公开周活动作为契机， 组织企业
工会负责人召开工作会布置活动
方案， 结合企业自身特点， 重点
公开职工关心、 反映强烈、 易引
发矛盾的问题 ， 活动做到有布
置、 有检查、 有总结。 区内国有

企业公开率100%， 非公企业职
代会、 会员大会建制率和厂务公
开达到85%， 使企业厂务公开工
作提升。

作为经济开发区工会服务站
负责人， 王仁军按照标准要求，
建立了信息采集和会员台账、 困
难职工档案等， 逐步形成了 “会
站合一” 的工作方式， 为职工反
映诉求、 助贫帮扶、 服务职工发
展搭建了又一平台。

作为职工遇上困难想得起 、
找得着的工会人， 王仁军通过工
会服务站平台， 为企业4名职工
进修提供了资助， 为因病致贫的
2名职工， 大额医疗费用报销1万

元， 对超封顶线职工进行补充保
险报销8768元。 在两节期间代表
市县总工会走访4名企业困难职
工 并 送 去 市 总 发 放 的 “ 温 暖
包”。

作为职工靠得住的工会人 ，
王仁军在寓教于乐中提升职工素
质， 结合企业和职工的需求， 组
织了 “安康杯” 知识竞赛， 普及
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王仁军
还组织举办了 “健康阳光向上”
讲座， 打造职工心理品质建设，
并发起 “绿色骑游” 提高绿色环
保意识等活动， 利用喜闻乐见的
活动来聚集职工正能量， 为企业
和开发区的发展服务。

■首都工会人

做职工找得着靠得住的工会人
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工会联合会副主席王仁军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