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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幸遭遇事故致高位截癱，到受益於

醫療扶貧緩解病痛，其後開始運用網絡通

過政策開拓自己的事業，甚至能夠帶動鄉

親們一道尋找致富路——40歲山東農村青

年黃允強用了整整20年，寫下屬於自己

的脫貧勵志故事。受惠於扶貧政策，失

去了雙腿的他正在致力於指尖上的匠心

雕琢，傳承中華傳統葫蘆雕刻技藝。

他在日記中寫道，「夢想不因身體的

狀況而失色，拚搏不因身體的殘障而

沒落，努力不因身體的不足而退卻……」歷盡

苦難，他終於重拾自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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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黃允強又遇到新的難題。因農
村淘寶政策調整，每天固定開到村裏的物流
車取消了，快遞大多只能送到鎮裏，對於輪
椅出行的黃允強而言十分不便，代購業務幾
近停滯。

苦練出師快 作品有想法
在當地扶貧部門和黃允強包聯幹部的牽線

下，他開始跟隨濟南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章丘
傳統葫蘆雕刻項目傳承人馬友誼學習葫蘆雕
刻技藝。
黃允強很珍惜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葫蘆
雕刻需要一定的美術功底，手一定要穩。黃
允強沒事的時候就活動手腕、閱讀相關的專
業書籍。因身體不便，他不能久坐，坐累了
就躺着練習。
「允強學習葫蘆雕刻吃了很多苦，他看似

坐着其實是站着。時間長了，截肢的地方很
容易磨破。我常常叮囑他累了就休息一會
兒，但他對自己要求很高。」在師父馬友誼
眼中，黃允強的堅強和耐心令人心疼。「有
一次他為了完成一個建國70周年題材的葫
蘆，一直做到凌晨一點才休息。」
在此之前，馬友誼曾收過許多徒弟，其中也

包括一些殘疾人，「黃允強的殘疾程度最嚴重
卻最努力」。他不僅比別人學得快，兩個月左
右就掌握了基本功。更為值得一提的是，他常
常在雕刻中融入自己的想法。對於這一點，馬
友誼讚譽有加，稱他「很靈動」。

「感覺人生又充滿了希望」
經過兩年多的學習，黃允強成為了章丘區

葫蘆傳統雕刻技藝非遺傳承人。他依託十八
盤村山貨店成立了自己的葫蘆雕刻工作室。

工作室裏擺着幾十個形態各異的葫蘆，中華
古典名著、神話故事，穿越時空般出現在不
同的葫蘆器皿和擺件上，栩栩如生。 其中一
隻寫着「花樣垛莊」棕色葫蘆擺在最為顯眼
的位置。那是師父馬友誼為垛莊鎮鄉村旅遊
專門設計的。
去年，黃允強讓母親試種了兩畝葫蘆。明

年他想帶動鄉親們一起種植，為工作室提供
原材料。「村裏房前屋後空閒的地方很多，
年齡大的也能種植，可以做成農民增收的新
項目。」而他準備繼續深造，葫蘆雕刻這門
技藝學無止境，他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
像師父一樣走向全國，甚至海外。
從20年前的那場人生巨變到現在，黃允強

所經歷的苦痛、絕望、喜悅和希望，外人其
實很難體會。他說：「我現在很知足，感覺
人生又充滿了希望！」

十八盤村是濟南市級貧困村，三面環山。2015年，為扭轉貧困村發
展滯後的問題，垛莊鎮政府在當地旅遊部門的幫助下，聘請旅遊規劃
團隊設計了包括十八盤村在內的「五彩山村」鄉村旅遊發展項目，並
於2016年6月9日正式開門納客。該項目運營以來安置農村剩餘勞動
力100餘人，輻射帶動周邊8個村貧困群眾增收。
「如今的十八盤村，再也不是過去的模樣。」據十八盤村支部書記

翟善武介紹，作為「五彩山村」項目村之一，十八盤村以十八盤盤
道、梯田花海、通靈聖泉為項目支點，成了遠近聞名的旅遊特色村，
每年吸引遊客可達3萬人。村裏已建成4處農家樂和3處民宿。每逢
周末，總有人呼朋喚友來此遊玩。遠離城市的喧囂，大山的寧靜和夜
晚的星空令人流連忘返。

村民回流開「慢活館」
鄉村旅遊項目增加了村民在家門口就業的機會，亦帶動了村裏特色

農副產品銷售。在十八盤村有一家「慢生活館」，老闆姓翟，今年
四十多歲，以前外出務工舉家搬到城裏居住。自從村裏開始發展旅
遊，翟老闆一家又回到了十八盤村。
「慢生活館」集民宿和農家樂為一體，除了住宿，店裏的槐花餅、野

菜豆腐、松菇燉雞亦遠近聞名。隨着遊客的增加，「慢生活館」每年的
收入已達十幾萬元。翟老闆僱了幾名貧困村民負責摘菜、打掃衞生，也
經常購買鄉親們自產的雞蛋、蔬菜和山貨，帶動村民一起脫貧致富。

照顧貧困長者有出路
2018年，十八盤村作為試點成立「愛心之家」貧貧互助試點村，讓

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為失能、半失能貧困長者提供燒水做飯、洗衣曬
被、衞生清掃等服務，從業貧困戶人均年增收6,000元以上，提高貧
困戶收益的同時也保證了貧困戶乾淨整潔的人居環境。
十八盤村的脫貧故事是垛莊鎮的一個縮影。據垛莊鎮副鎮長劉士芳

介紹，2016年以來，全鎮累計投資近7,000萬元，用於實施旅遊產業
扶貧、投資性扶貧、易地搬遷扶貧和光伏扶貧項目。其中包括投資
700餘萬元，建成中藥材種植扶貧基地、肉驢養殖扶貧基地等特色種
植和養殖項目4個，輻射帶動15個村315戶貧困戶脫貧。截至2019年
底，垛莊鎮全部貧困戶實現脫貧。

垛莊鎮發展數據
總面積：129.7平方公里

人口：3.2萬人

2016年貧困人口：2,078戶4,778人，
2019年底全部脫貧

脫貧項目：7個產業扶貧項目、1個易地
搬遷扶貧項目、5個投資性扶貧項目、
19個光伏扶貧項目

累計總投資：7,000餘萬元

（人民幣，下同）

農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2015年約9,000元

2019年約1.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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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允強在雕刻葫蘆。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黃允強的葫蘆雕刻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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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師傅：他殘疾最重卻最努力

■■20152015年年，，黃允強黃允強開了一家農開了一家農
村淘寶服務站村淘寶服務站，，為鄉親們代購商為鄉親們代購商
品品。。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黃允強在家中
床上操作電腦辦
公。 網上圖片

■■黃允強的母親在家中把他從輪椅背到床上休息黃允強的母親在家中把他從輪椅背到床上休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從濟南市中心驅車一個半小時，即可到達章丘區垛莊鎮。但要到十
八盤村，還需再走10公里的山路。沿途山清水秀，車輛卻越來越

少。作為章丘最偏遠的山區村，這裏曾是遠近聞名的貧困村。走出大山
曾是許多年輕人的夢想。

癱瘓近10年 截肢迎重生
2000年，20歲的黃允強外出打工，在一家煤礦做煤炭工人，卻不幸
遇到冒頂事故，砸傷腰椎致高位截癱。在回家養傷的日子裏，黃允強被
褥瘡、骨髓炎等疾病困擾，幾度與死神擦肩而過。最嚴重的一次他一直
高燒不退，連醫生都束手無策勸其出院。他的家人沒有放棄，找來冰
袋、每天不停地為其冷敷。在他們無微不至
的照顧下，黃允強又撿回一條命，但疼痛
卻一直伴隨着他。
也是從那一年起，黃允強有近10年
時間沒有出門，孤獨時只能抬頭數房
頂的木樑。姐姐擔心他內心苦悶，給
他買了一台二手電腦。他開始學習打
字、上網，成了村裏少數會用電腦的
人之一。也正是這台電腦，改變了黃
允強的人生軌跡。
2014年，章丘開始探索醫療扶貧模
式，黃允強迎來了生命裏重要的轉折
點。當時的十八盤村駐村第一書記隗波
聯繫章丘義工協會幫助黃允強做了截肢
手術，當地醫院為其減免了數萬元（人民
幣，下同）的手術費用。雖然失去雙腿，黃允強
卻感覺重獲新生，「終於不用再忍受疼痛的折
磨，我反而覺得很輕鬆。」

上堂學電商 銷出家鄉貨
每天早晨五點，黃允強已開始坐着輪椅在村裏
散步。近十年沒有出門，他發現村裏發生了許多變
化。此時，十八盤村已被確定為濟南市重點幫扶的
特困村，村貌日新月異。曲折蜿蜒的石板山路，錯
落有致的屋舍，五顏六色的野花，不時飛過的鳥
兒，彷彿進入了一個世外桃源。黃允強逐漸走出陰
霾，因長期癱瘓變得不愛說話的他越來越開朗。
2015年，懂電腦的他被村裏派去參加培訓班學習電
商，開了一家農村淘寶服務站，為交通不便的鄉親們
代購商品。
一開始鄉親們對網上購物還不熟悉，黃允強就坐着輪椅一家家串門，
讓老鄉們比較淘寶和店裏的物品價格。為了讓大家看到實物，他自己先
墊錢，等他們收到貨滿意後再付款。鄉親們慢慢地發現黃允強網購的產
品物美價廉，逐漸喜歡上了這種購物方式。在村幹部的宣傳推介下，附
近的不少企業和居民也主動通過他的服務站購買東西。那一年，僅老人
機（長者用手機）就代購了100多台。
隨後，黃允強又開了一家名叫「十八盤村山貨店」的淘寶店，把村裏
的花椒、核桃等乾貨通過網絡賣到全國各地。

心疼母操勞 添置洗衣機
2017年，黃允強的淘寶店流水已達到100萬元，他個人的收入也超過
3萬元。這筆錢對癱瘓在家十餘年的黃允強而言簡直是一筆巨款。「我
外婆家離我家很近，但這些年媽媽忙於照顧我，一直沒空回去。」黃允
強賺錢後首先給媽媽買了一台洗衣機，「每天看她用手洗衣服，太累
了。」他的臉上寫滿了愧疚和感恩，「這種自食其力的感覺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