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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暖阳照进车间，普照在每个人的身上，温暖
的感觉直抵心灵。工人们整齐地坐成4排，低着头各忙
各的活，脸上写满了笑意。

走进宁波市鄞州君乐阳光家园，乍一看，它与其他
企业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是园长叶安君的解释，
笔者很难发现他们是轻度智力、精神残疾人。

“边医疗、边工作、边培训、边学习”。如今，已有3
家企业在君乐阳光家园设立了“工疗站”。这些年满18
周岁处于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通过参加一些简单的手
工劳动，可获得工作、药物和心理治疗相结合的康复服
务。目前，君乐阳光家园已吸纳残疾人60名，其中38
名在“工疗站”正式上岗，22人在阳光家园接受照料。

阳光家园，托起了许多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的希
望。而这一切，离不开创办君乐阳光家园的园长叶安
君。

民办阳光家园，让阳光照进更多残疾人

今年47岁的叶安君，说起话来风风火火。早年，她
卖过服装，做过蔺草贸易，也与人合办过企业。多年闯
荡商海，历练了她直率的个性。

2010年，江北区民政系统工作的朋友问她，能否办
一家民办公助阳光家园，帮助残疾人就业。叶安君听
了阳光家园的运行模式之后，认为这是积德行善的大
好事。

第二年，江北区首家阳光家园开张。在2012年的
一次座谈会上，鄞州区残联负责人与她交谈时，问她作
为鄞州人能否到鄞州来开办阳光家园。叶安君当即表
示乐意。

2013年12月，她就来到集士港创办了一家阳光家
园。

不过，这些阳光家园都是“一对一”，就是一家阳光
家园对应一家福利企业。去年3月，她大胆设想，能否
办一家“1+X”模式的阳光家园，就是让多家企业同时在
一个阳光家园内设立“工疗站”。

这一想法得到鄞州区残联和区国税局的大力支
持。由于浙江省内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两个部门多次
与宁波市级相关部门对接，协调税收优惠及退税事宜。

然而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
首先是碰到了资金紧张的难题。
叶安君租了一幢3000多平方米的四层厂房。光租

金，一年就要30多万元，还要装修及添置物品。为此，
她把自己多年积蓄全部投了进去，还有缺口。

没办法，她只得硬着头皮向亲戚朋友借钱。民间
借贷并非易事，有的人口头答应了，第二天却变卦了。
平时，她不轻易求人，为了能让阳光家园早日开张，她

硬着头皮借钱。实在没办法时，只得向办厂的弟弟借，
把企业的流动资金拿来“流动”一下。

资金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还需要有爱心企业，让他
们愿意来阳光家园设立“工疗站”，能让残疾人就业。

她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企业。但是，有的企业一听
说是残疾人时，避之不及；有的干脆说产品残疾人做不
了；有的怀疑退税政策中途是否会变，等等。被婉拒了
多少次，她自己也记不清了。炎炎烈日，她乘坐公交车
去企业拜访，有时候想想，难免心灰意冷。

然而，她见过太多残疾人不幸的人生和苦痛的经
历，觉得必须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残疾人，苦一点累一点
又何妨？

工夫不负有心人。去年6月，宁波茂芹工艺品有限
公司在阳光家园设立了首家“工疗站”，首批吸收了10
多名残疾人。随后又有两家企业伸出援手。

对待残疾人胜过亲生女儿

叶安君的办公室就在“工疗站”的旁边，通过透明
的玻璃，随时能看到这些孩子。

这些残疾孩子都叫他叶妈妈或叶老师。
平时，叶安君善于察言观色，通过“孩子们”的外在

表现，揣摩他们是否有心事、家中是否有不和谐因素。
“哪个人平时很会说话，今天突然变得沉默了；哪个孩
子突然喜欢大声唱歌了等，这些可能是疾病加重或发
生变故的先兆。”

发现这些后，她都会对他们进行疏导，将可能出现
的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

“叶老师，我的鞋带散了，帮我系一下。”“好，走过
来一点。”

“小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叶老师是你妈妈，
你应该给妈妈说心里话。”

24岁的阿浩，智力三级残疾，刚入园时一句话也不
说。到“工疗站”后，有事可做了，心情也变得开朗了。
如今，他遇到人就打招呼，工作之余爱聊天、讲笑话。
他的父母对儿子的变化颇为惊讶，觉得简直是前后判
若两人。

现在吃中餐，智力三级残疾的小徐只需用20多分
钟。而一年前，他吃一餐饭至少要花费一两个小时，先
用筷子从饭碗里夹起一粒米饭，塞进嘴里，嚼粹后咽下
去，再送进一粒。如此情景，父母也是干着急，就是拿
他没辙。半年多来，经过叶安君调教后，他逐渐养成了
正常的吃饭习惯。

叶安君的独生女汪寓凡在读大三。汪寓凡说，她
曾经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也向妈妈抱怨过，
希望她多顾家。可是妈妈只是解释阳光家园要处理的

事很多，实在走不开。直到有一次，汪寓凡来到阳光家
园，终于知道了这里的情况，也打心底里理解和支持妈
妈了。

汪寓凡学的是日语专业，本来规划毕业后去日本
留学。为了支持母亲，她表示毕业后要给妈妈当助
手。汪寓凡说：“在阳光家园，妈妈的笑脸就是孩子们
最温暖的阳光。”

为了让更多残疾人就业

君乐阳光家园是一家民办社会组织。开办一年下
来，叶安君亏损了30多万元，但她不后悔。

她说，君乐阳光家园，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解决了
困扰许多家庭十几年的烦恼，这项事业让她很欣慰，也
很欢喜。“只要这些孩子病情不发作、不加重，我心里就
很满足了，平时看到他们笑眯眯的，说说话，很开心。”

日前，宁波市康宁医院院长胡珍玉考察君乐阳光
家园后感慨道：“如果能多办几家类似的阳光家园，让
患有智力、精神的残疾人在‘工疗站’里得到巩固，我们
医院的病人可以减少很多。”

宁波市残联理事长朱学峰表示，君乐阳光家园无
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堪称全市一流，又敢于突破场
地、管理、服务的传统模式，工疗一体、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合作互赢的运作新模式值得倡导。

几年来，叶安君的心血和精力几乎全部倾注在残
疾人事业上，47岁的她看上去显得有些苍老。监护人
张女士说，从去年第一次看到叶老师到现在，她变瘦
了，脸色憔悴很多。叶安君染着微黄的头发，仔细一
看，头发根部已露出不少白头发。平时，失眠、感冒等
还经常找上她。

她的弟弟看到姐姐办阳光家园比自己办厂还辛
苦，而且还要倒贴钱，曾多次劝她不要办了。但叶安君
非常执着，还准备把这一模式复制到其他地方，目前已
着手在姜山镇开办一家。“我要尽我所能，让更多的残
疾人上岗，发挥出自身价值。”叶安君希望有更多的爱
心企业能在阳光家园里创建“工疗站”，庇护残疾人。

叶安君走的是一条闪耀着爱与智慧光芒的道路，
它不仅为部分特殊残疾人解决了生活难题，更以就业
促康复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热
情。她用心坚守着，笃定要前行在这条“大爱”的道路
上。

君乐阳光家园如同灯塔，让残疾人及其监护者看
到了希望之路，给他们带来光与亮的那一抹阳光。确
确实实，这些人从社会的“包袱”，变成了对社会有用的
人。

□ 张文胜

“2015年，我们庄园的月季苗销售额突破了
300万元，已经成为国内最知名的月季苗供应商
之一。我们培育的月季苗，无论是品种还是质
量，都深受顾客好评，销售量在不断上升。我相
信今年我们的发展形势将会更好，我们也会为
市场提供更高品质、更受用户欢迎的花园植
物。”在浙江省桐乡市屠甸镇恒丰村的老园丁玫
瑰庄园里，庄园主徐杰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花
苗销售旺季做准备。

在网络上，徐杰经常被购买花苗的顾客称
为“老园丁大叔”，大家以为“老园丁”是个种花
的老头，事实上，“老园丁”徐杰今年不到30岁，
是2008年毕业于浙江农林大学园艺专业的一名
大学生。自称老园丁，是因为他想把栽培月季
花苗这份事业做下去，直到真的变成一位老的
园丁。

2010年，徐杰开始尝试打造属于自己的玫
瑰庄园。为什么叫玫瑰庄园却种着各种月季，
徐杰说，其实在国外，月季和玫瑰没有区别，都
称为rose，形态十分相似，都是同属蔷薇科的蔷
薇植物，但是在国内，玫瑰听起来更加浪漫，所
以国内很多商家也习惯把月季也叫玫瑰。

如今，徐杰的玫瑰庄园里，已经拥有1000多
种月季，“老园丁”月季在淘宝网上的销量位居
全国首位，他的月季苗已经卖到全国各地，成为
国内最知名的月季苗品牌之一。

大学生回乡当起园丁

屠甸镇地势平坦，河流密布，属江南水网平
原，生态环境良好，种植业比较发达。生长在这
里的徐杰，从小就喜欢花草树木，他的心里也一
直有一个园丁梦，希望将来能够种出最美丽的
花。

2004年，徐杰的梦想开始绽放：这一年，他
考入了离理想最近的浙江农林大学园艺专业，
开始学习各种花卉果蔬的种植技术。正是因为
对专业的无比热爱，他在专业学习上如鱼得水，
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四年时间将专业知识
积累的十分扎实。2008年毕业时，凭借扎实的
专业知识，他进入了国内大型的花卉公司——
浙江虹越花卉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从事技术员
工作。

徐杰一直觉得自己毕业时能够进江虹越花
卉股份有限公司是幸运的，因为在这家企业从
事植物栽培工作，让他能够从最简单的生产养
护开始学，真正学到了栽培花卉所需要的各种
技能。他在这里开始真正接触家庭园艺市场，
也正是在这里，他邂逅了现在的妻子。

从2008年到2010年，徐杰在这两年时间里
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术后，他便琢磨着梦想：亲
手打造一个国外家庭作坊式的精致小花圃。

2010年，徐杰准备辞职回家种花。这一想
法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因为好不容易跳出了“农
门”，有了一份正式工作，现在竟然又选择回家
种地。但是这拗不过徐杰的决心，最终，怀揣梦
想的徐杰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正式从虹越公司
辞职，用仅有的5000元积蓄，在桐乡市凤鸣街道
承包了一块土地，种起月季，当起了园丁。

梦想在玫瑰庄园里绽放

有了第一块地后，为了扩大规模，徐杰又在
恒丰村承包了 40 多亩土地，搭建了 20 多个大
棚，并将进口月季从以前的 2 万株扩大到 5 万
株，品种从50多种增加到300多种，龙沙宝石、
羊脂香水、心之水滴、雪野一梦……光念这些花
的名字，便已让人陶醉。虽然每天的工作很累、
很乏味，但是徐杰却乐在其中，耐得住寂寞，静
得下心，勤勤恳恳，才能这样一直坚持下来。

有了这个基地，徐杰的玫瑰庄园梦开始发
芽。从开始的稻田慢慢变成了美丽的玫瑰庄
园，上千品种月季竞相开放，果园菜地，鸡鸭成
群。一切都朝着梦想前行。

“我们的花都是自己培育的，中间需要修剪
几次，不同时期的水肥管理，我都自己把关。”他
拿起即将包装发货的成品花，枝繁叶茂，看得出
修剪也相当用心。“种花就跟培养小孩一样，有
没有用心去栽培差别还是挺大的。”低头看着含

苞待放的月季，这个看似“粗枝大叶”的男人的
眼中，竟满是柔情。

为了节省开支，庄园聘请的工人不多，徐杰
既是庄园主，要管理整个庄园，同时也是技术人
员、包装人员和搬运工，打农药、盖大棚、组装自
动喷水系统……每个环节、每道工序，全都亲力
亲为。

借助网络打造月季品牌

刚开始从事月季苗栽培，徐杰的销售渠道
不多，花苗销售主要靠热心的花友之间相互介
绍。但是凭借一份对植物的热爱，徐杰处处用
心、用情，并借助互联网平台渐渐打开市场。

2012年，徐杰注册了自己的淘宝店，后来还
接连开通了微博、微信，并组建 QQ 群和论坛
等，逐渐扩大客户群，如今固定客户已经有数万
人。

徐杰借助网络的力量，逐渐将老园丁玫瑰
庄园的品牌打响。每周二上线近5000株，几分
钟就会被抢购一空。“很多买家抱怨我饥饿营
销。”徐杰无奈地说，其实并不是不想扩大规模
增加数量，只是月季的培育实在需要时间，一株
好的月季更是如此。

5000 株月季，能够在几分钟内被抢购一
空。在徐杰看来，自己一如既往的产品质量就
是深得顾客信赖的最重要原因。“老园丁”说自

己的花圃现在规模还不大，由于时间、人力上的
原因，有些品种一次也只能培育出几十几百株，
所以每次出售的数量有限。不过随着苗圃的发
展成熟，以后将能充足的供应。

月季花苗销往全国各地

徐杰给人的感觉很安静，同时也很实在。
他卖出去的苗总是像一份精美的礼物，自己设
计模具打造独家花盆，精心改良快递打包手法，
再细心套上“老园丁”LOGO的盒子；“老园丁”
卖出的花苗有了问题，会在网络上给出管护建
议，有时还会给补苗。

凭借良好的质量和口碑，徐杰的梦想已照
进现实里，经过扩建，这个玫瑰庄园面积不断扩
大，大棚数量也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订
单，西到新疆，南到海南，北至黑龙江。有时候
生意多了，两台打印机总是工作到瘫痪，徐杰一
家人天天住在花圃旁。

为了更好的向大家提供优质月季花苗，徐
杰还与虹越等花卉公司保持合作，努力掌握花
卉市场最前沿的信息，不断获得最优质的花苗，
扩繁新的月季品种。对于未来，徐杰满怀期待：

“我现在已经开始培植铁线莲、紫藤、红枫、八仙
等庭院植物，过段时间，花园里需要的植物大都
可以在这里找到。”

□ 陈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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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安君：为了让更多残疾人能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