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残爱残、自强不息的品牌

“均克”牌:苦难挫折“均”能“克”服
“均克”牌，一个普通的商标，一个以

中国石化职工、 全国劳动模范、“最懂残
疾人的油田妈妈” 邵均克命名的产品商
标，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

2001年， 出任中原油田第一社区花
园小区居委会主任的邵均克， 看着滞留
家中长期失业、生活苦闷的残疾人，决心
办一家企业来帮助他们。 在挨家挨户的
走访后， 邵均克找到了社区里的32名残
疾人及5名特困家庭待业人员，在她的耐
心帮助下， 一个专门解决残疾人就业的
拖把小厂起步了。

不满一年，厂子并入了华苑公司。手
套加工厂的兴办，地毯、毛衣加工等业务
的拓展， 为本社区及周边社区有劳动能
力的残疾人解决了就业， 厂子每天能生
产200把拖把、2000副手套。

2007年， 华苑公司征得了邵均克同
意，于5月设计了“均克”牌商标并上报有
关单位，申请很快得到了受理。一年公示

期过后，“均克”牌商标成功注册，开始走向
市场。

“2007年时，我还只是针织二厂的一个
小厂长，还没到公司的管理层任职，是油田
和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才使得我的名字和

产品连在了一起。” 邵均克有点犹豫，不知
道是否合适， 但最终还是决定服从组织安
排，毕竟这对公司有利。

5年来，“均克”牌产品从初期单一的毛
巾、线手套逐渐增加，扩展到了劳保手套、
标牌、LED照明产品、 卫生清洁用品等系
列。 生产单位也从最初的一个针织厂、200
多平方米厂房、10台工业缝纫机，发展到今
天针织一厂、二厂、标牌厂、电子电器厂四
个生产单位、两个辅助生产单位、8000平方
米厂房、260多台（套）设备的规模，产品远
销北京、济南等地市场。

2010年11月， 华苑公司电子电器厂应
用最先进的半导体照明技术， 成功研发出
“均克”牌LED系列节能灯 。节能60%～70%

的“均克”牌照明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油田
绿色环保领域，由于它耗电量小、安全、使
用寿命长， 甚至被应用到了石油石化行业
的许多高危场所。

在邵均克的厂子里， 残疾人占了员工
总数的90%，有盲人，有聋哑，有肢残，有智
障，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不识字的占了1/3。
但正如邵均克所说 ：“我们的孩子虽然残
疾， 但是我们的产品绝不残疾”。“均克”牌
的各类产品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各项检测措施、技术工艺标准不断
完善。邵均克带领残疾“孩子”们制造出的
“均克”牌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售后服务都
得到了广大用户的好评。

残疾员工们虽然身体有缺陷，却在邵
均克的帮助下， 变得愈发自立、 自信、自
尊、自强。华苑公司党群办主任岳建华说，
“均克”牌，已经是一种“助残爱残”的精神
品牌， “苦难挫折均能克服， 这就是 ‘均
克’ 牌。” (山西大学 蔡楚泓)

“微”走访
@张凯： 在邵均克眼里， 孩子们

就像这院子里的果实， 各有特色， 各
有味道， 但都会在阳光的呵护下茁壮
成长。 我觉着如果政府、 社会和企业
是这温暖的阳光， 邵妈妈就是这丝瓜
架， 引着 “孩子们” 往上爬。

@薛如锦： 走近邵妈妈之前， 从
视频、 网络上了解她帮助残疾人的事
迹， 觉得高尚得不食人间烟火， 如此
遥不可及 。 和邵妈妈面对面交流之
后 ， 她说 ， “我没有什么崇高的理
想， 这全凭对他们的母爱来做这些。”
一瞬间， 邵均克这三个字真正带着母
亲的温度和香气， 温暖我心。

@何宇涵： 阳光温暖地洒在他的
肩上， 今年37岁的程先宏已经是厂里
工作了11年的老员工了， 作为一名剪
裁工， 他的工作是把棉布裁成适合大
小， 为制造手套做准备。 在邵妈妈的
帮助下，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找到了工
作岗位， 重拾起对生活的信心。

@贾世煜： 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个
温暖的下午。 当我拉起残障工人的手
一起上台唱歌时， 我看到了他们眼神
中的羞涩和惊喜。 每一个表情， 每一
个动作， 都让我感到温暖。 这是一群
多么纯真可爱的人呵！ 邵妈妈， 我们
是最幸福的人！

@阿肥vivi：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定不会相信 ， 这是一个残疾人工
厂， 这么生机勃勃， 斗志昂扬！

@桂祺： 这个在剪手套指缝的女
孩叫小芳， 曾经在家封闭了自己8年
的她， 当时听到朋友给她讲外面的世
界， 都觉得是对自己的侮辱。 在工厂
工作七八年后， 她的心态变得阳光：
“至少我走出来了， 我能这样跟你们
说话了。”

@贾世煜： 目前， 残疾人工厂最
大的困难就是产品难以外销。 邵妈妈
说： “我们虽然是残疾人企业， 但是
我们的产品不残疾！” 现在的产品主
要有手套， 毛巾， 节能灯。 产品出厂
前都要经过严格的质量监督。 你需要
这些产品吗？ 你愿意帮助这些残疾人
吗？ 通过我们联系邵妈妈吧！

“油田妈妈”邵均克扶残创业的故
事，5年前曾被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中
央媒体，以及各地媒体纷纷报道。新闻
典型邵均克，有没有被夸大和矫饰？带
着这样的疑问， 中国青年报社与中国
高校传媒联盟组织的全国大学生记者

训练营营员，和“邵妈妈”进行了近距
离接触， 面对面采访。 本报特摘编他
们的部分作品， 以展示大学生记者还
原的 “邵妈妈”。

最懂残疾人的油田妈妈

邵均克：爱是最美的能源

如今，李涛的“标志性动作”是摆出个
向日葵般灿烂的笑容， 同时竖起两只大拇
指———“加油”！

这个双耳失聪的年轻人来华苑公司工

作之前，经常眉头紧锁、一脸忧郁。李涛说，
他要感谢邵妈妈， 邵妈妈的爱为他加满了
油，让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这位邵妈妈， 就是中国石化中原油田
华苑公司针织二厂原厂长邵均克。

所有的故事都要追溯到10年前，彼时
38岁的邵均克还在远离城镇的中原油田
第一社区居委会分管就业工作。 工作4年
来，邵均克每天接待最多的就是那些声泪
俱下为残障孩子“求工作”的老石油工人，
“与其在办公室里缓解矛盾，不如动手解决
实际问题———办个厂子让残障孩子有个工

作！”邵均克暗下决心。
针织二厂的前身———拖把厂， 就在此

情此景中创办， 最初的厂房是邵均克十几
平米的办公室。经过10年的发展，针织二厂
的员工由32人扩大到100多人；2012年7月，
邵均克出任华苑实业有限公司的副董事

长、总经理，此时的邵均克需要照顾五个厂
区495名大孩子。

手套里的爱

手套是针织二厂的拳头产品。这
些大红色、 厚实的手套就像输油管一
样， 把爱的暖流传递到残障工人们的
心房

小芳（化名）萎缩的右腿现在已经有了
力气，但她的康复训练不是在康复室，而是
在针织二厂的缝纫机上。

小时候的一次医疗事故导致这个漂亮

姑娘左腿失去知觉。 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
小芳自暴自弃放弃了拄拐， 导致她健全的
右腿也逐渐萎缩。这以后，小芳更不愿与人

交往， 毫不犹豫地在青春的心门上挂了
把锁。

为小芳 “解锁 ” 的人 ， 正是邵均
克。 2005年， 邵均克 “三顾茅庐”， 终
于把少言寡语、 敏感多虑的小芳劝到了
针织二厂工作。

邵均克“故意”安排她在缝纫机上给
手套压直线，以便“做康复训练”。

刚开始， 小芳的右脚踩在缝纫机的
踏板上， 就像踩在一团棉花上， 毫无知
觉。邵均克鼓励她：“越是这样，你越得练
习！ 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小芳说， 每当
“放弃” 的念头爬上心头时， 自己就会
想到邵均克期待的目光。 邵均克的目光
像燃烧着的希望之火， 把小芳放弃的念
头 “就地歼灭”。

经过1个多月的练习， 小芳完成一
只手套的工作时间从原来的半小时， 进
步到5分钟。 更重要的是， 她萎缩的右
腿在逐渐康复， 心情也逐渐开朗。

看到小芳的进步， 邵均克很欣慰：
“花儿一样的姑娘 ， 不能让她蔫儿了 ；
她开朗一分， 我就开心十分。”

针织二厂生产的劳保手套要供给中

原油田生产一线的石油工人使用， 因此
有着严格的质量要求。

“咱们的孩子身体有缺陷， 但生产
出的产品不能有缺陷。” 邵均克安排聋
哑孩子和肢体轻微残疾的孩子操作缝纫

机， 下肢重度残疾的剪布料， 智力有问
题的翻手套。

聋哑孩子使用缝纫机基本上都是邵均

克手把手教会的 ， “这些孩子虽然听不
见， 但都特别聪明， 你得多鼓励他们 。”
邵厂长像母亲一样耐心指点每一位员工。
每位员工的一丁点儿进步， 都能在邵妈妈
心里抹上一层蜜。

“百宝匣” 中的爱
办公桌就是邵均克的 “百宝匣”。

生日表、医保卡、工资卡、爱心鞋垫，统
统收纳在这个“匣子”里。这个百宝匣
又像储油罐， 员工们不仅能从中各取
所需，有时还会往里加点儿“油”

今年30岁的王明华， 因为智力障碍，
还像个大孩子， 见到陌生人会露出憨直的
笑脸。

王明华刚入厂那年的生日里， 邵均克
像为其他员工庆生一样， 亲自给王明华煮
了个鸡蛋。 王明华接到鸡蛋， 宽大的五官
都乐开了花儿。 让邵均克想不到的是， 双
休日回来， 王明华见到邵均克， 不好意思
地从兜里摸出几块糖来， 直往邵均克手里
塞； 另外还特意留了一块， 麻利地剥开，
送到邵均克嘴里。

这件小事就像块烧热的铁， 在邵均克
心里烙下了个甜蜜的印记，那几块糖，邵均
克也舍不得吃，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但这个王明华， 让邵均克既爱又恨。
一提到他的 “糗事”， 邵均克像街坊阿姨
一样， 一拍大腿， 本来就高亢的嗓门， 又

抬高了半个声调 ， “这个孩子 ， 你说他
傻？ 他可有聪明的地方呢！”

原来， 王明华爱乱花钱， 每月领过工
资没几天， 银行卡里的钱就只剩下小数点
后几位了。 有一次， 趁厂子里运货物的空
闲儿， 王明华就揣着银行卡溜出了厂房，
一口气跑到30公里外的市中心超市， “扫
荡” 一番。

这可愁坏了他的父母， 王明华的母亲
特地拜托邵均克替儿子 “理财”。

于是， 邵均克 “没收” 了王明华的工
资卡， 锁在了自己抽屉里， 每周给王明华
一些零花钱。 失去 “财务自由” 的王明华
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有一天， 洋溢着笑脸的王明华让邵均
克逮个正着， “背后藏的什么？ 交出来！”

王明华略带羞涩地把藏在背后的东西

拿了出来———一只大牛蛙。
哪里来的钱？ 原来王明华想到了个办

法， 用身份证把工资卡挂失， 重新办一张
新卡。 这个 “歪招 ” 着实把邵均克气坏
了， “当时我的手都扬了起来， 真想给他
一巴掌， 但还是放了下来。 打在儿身， 疼
在娘心， 谁家的孩子不让人疼呢？”

邵均克把王明华叫到了办公室， 把工
资卡往王明华手里一拍， “明华， 你这么
乱花钱， 以后可怎么办？ 钱也得留个急用
啊！” 邵妈妈训哭了王明华， 自己眼圈也
跟着红了。 但从那以后， 王明华工资卡每
月的余额渐渐地多了起来。

王明华的母亲为了感谢邵均克， 每年

岁末都会亲手绣双鞋垫送给她。 这些鞋垫
都珍藏在邵均克办公桌的抽屉里， 邵均克
会时不时地将鞋垫拿出来端详一番。 “平
时我连袜子都不穿， 哪里用得上鞋垫呢！
但这些家长的心意我得收好， 不能辜负他
们的信任。”

与鞋垫放在一起的， 还有邵均克自己
的医保卡。 针织二厂副厂长苏山洪说：“邵
厂长身体好，平时感冒扛一扛就好了，她那
医保卡里的钱都花在这些孩子身上了。”

其实何止医保卡里的钱， 针织二厂有
将近100位残障员工， 大家有个头疼脑热
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邵均克不仅贴自己医
保卡里的钱， 还得继续贴工资卡里的钱。

为了这件事， 邵均克的丈夫老刘， 没
少和妻子吵 ， 最极端的事件就是要和她
“AA制”。 可结果是， 老刘还是离不开妻
子， 至今还和妻子住在针织二厂18平方米
的宿舍里。 “谁叫咱有人格魅力呢！” 邵均
克很自信。

奖牌上的爱

从2002年起， 华苑公司几乎每年
都会被评为 “中原石油勘探局扶残助
残先进单位”， 这些金灿灿的荣誉奖
牌， 体现着组织的支持与关爱， 鼓舞
着邵均克， 也鼓舞着华苑公司里其他
帮残助残的工作人员

“有困难， 找组织。” 邵均克是中原
油田残联的 “常客”。 2002年， 邵均克创
办拖把厂时， 开工第一个月就遇到了工资
结算难题。 因为当时拖把厂建立在中原油
田第一社区的名下， 但社区又不允许办实
体企业。

这下可愁坏了邵均克。
恰在此时， 中原油田残联的干部找到

了邵均克， 残联从中牵线搭桥， 帮助拖把
厂并入了中原油田唯一一家残疾人福利企

业———华苑公司， 挂牌为 “针织二厂”。
“组织” 还为针织二厂解决了厂房问

题。2002年，邵均克的拖把厂，从十几平方米
的办公室搬进了第一社区里闲置的原外国

专家招待所。厂房连同小院，共占地39亩。
如今的针织二厂小院， 就像一个世外

桃源， 繁花似锦、 鸡犬相闻。 中院瓜藤缠
绕， 布满了瓜果梨桃； 北院有鱼塘， 鱼塘
里种着莲藕； 南园猪鸭鸡羊慵懒地晒着太
阳。 因为这个百草园， 员工们可以免费吃
食堂了。

每到丰收季节， 邵均克都会把新鲜的
果蔬送到中原油田一线单位， 她说 “没有
中原油田， 就没有华苑公司， 更没有针织
二厂。”

李涛骄傲地告诉笔者， 他住宿舍是免
费的， 水电也是免费的。 邵均克说， “何
止这些 ， 华苑的厂房 、 每个厂区的康复
室、 供暖都是免费的。” 除此之外， 中原
油田每个月还按人力成本给每位职工补

贴， 这项补贴用于缴纳职工的五险一金。
在邵均克看来， 中原油田对华苑公司最大
的帮助是对他们产品的支持， 目前 “均克
牌” 手套、 拖把、 毛巾几乎走进了每一位
职工的家。

中原油田对华苑公司精神上的支持也

让华苑人生活在关爱与温馨之间。 每年助
残日、 中秋节， 油田的干部都会到华苑公
司看望这些特殊的职工 ， 和他们一起联
欢。 华苑 “胖妹组合·印度舞” 已声名远
扬， 这些智障姑娘现在也是油田里的 “文
艺达人” 了。

(中国人民大学 陈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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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原油田

邵均克向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大学生记者介绍华苑公司针织二厂的生产情况

邵均克能否被复制？
有人曾经列出这样一个等式： 1个

残疾人员的就业问题=1个家庭的稳定
和幸福。 在中原油田， 有人列出了类似
的等式： 1个邵均克=495个残疾人员的
就业问题=495个家庭的稳定和幸福。

素面朝天， 齐耳短发， 穿着 “今天
还算干净些” 的工装， 话语间透露出一
种山东人特有的豪爽， 这样一个朴素得
站在工人队伍中便难以分辨出来的中年

女性， 就是华苑公司总经理、 针织二厂
原厂长邵均克。

当然， 邵均克的助残神话是产生在

中原油田政策支持的背景下的。 但是， 在
时势造英雄的关口， 挺身而出的神话 “主
角” 为什么是在1998年国企改制大潮中下
岗的邵均克， 而不是其他人呢？

众所周知， 现在的邵均克算得上是功
成名就了。 从下岗女工到副科级干部， 再
从科级干部到副处级干部， 对于顺风顺水
的 “官运 ”， 邵均克笑称 “都在意料之
外”。

人们不禁会问， 如果有朝一日邵均克
因为组织上的需要而离职， 会有人能够复
制她， 从而成就下一个助残神话吗？

中国石化思政部二处负责人阎慧蓉给

出了肯定的答案， “油田已经形成了一个
稳定的助残模式， 而且在油田的中层管理
团队中， 有许多30岁上下的年轻人都很热
心地加入到了助残这个事业中。”

在针织一厂厂长姚爱华眼中， 邵均克
是一个只能仰望的人， “我来这里从事帮
助残疾人的工作确实舍弃了一些个人利

益， 但与邵厂长相比， 有些时候我还是会
考虑自己多一点 。” 邵均克的得力助手 、
干了9年副厂长的苏山洪也坦称： “自己
受邵均克影响很大， 但是她做的事情有许

多是自己做不到的。”
据全国残疾人联合会公布的文件 ，

2010年末全国残疾人总数为 8502万人 。
在这个数字面前， 邵均克的力量显得弱
小。 个体所能改变的终究只是一小部分
残疾人的生活 ， 那么 ， 邵均克究竟能否
被复制？

这是一个要让事实来回答的问题 。
而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面对庞大的残疾
人群体， 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像邵均克
似的人。

(河南大学 贾世煜)

一个母亲关怀照顾自己的孩子都特别

不容易， 但是邵妈妈要把自己的母爱传递
给那么多的人 ， 所以我真的是由衷地佩
服。

———北京大学 许懿方

我觉得邵妈妈真的是一个全身充满正

能量的人。 您像向日葵一样， 引领着厂子
里的每一个人， 让他们从灰暗的生活中进
入积极的生活状态。

只有在阳光的感召下， 这个社会才有
更多的正能量。 那样， 那些黑暗的力量才
能消减下去。 希望我们这个社会会更美好
的， 这个美好也是体现在我们中国石化员
工的各种努力上。

———北京语言大学 张妤婕

最打动我的笑脸是有一个工人， 他当
时抠着鼻子对我笑了。 那一刹那我突然明
白了， 为什么邵妈妈一定要留下来把这个
厂办起来。 这位身有残疾的工人能够对我
们这些陌生人友好地微笑， 说明已经接纳
我们了， 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了。

———中国传媒大学 林宇孛

进了厂房看到每人都很认真地在做他

们手上的工作。 每一个岗位上， 虽然他们
有一些方面跟健全人不同， 但是他们很努
力。 我试了一下扳手套机， 跟他们比起来，
我真的是太笨了。 厂房的标语都是写的感
恩的话， 这是一个家。 邵妈妈的母爱在支
撑着这个工厂的发展。

———山东大学 薛如锦

之前看过不少媒体报道的典型模范，
大都工作是骨干、 行动是典范， 必然只讲
奉献、 不讲索取， 见困难就上、 见荣誉就
让， 遇到危险必然挺身而出。 这些 “高大
全” 的模范在面对爱情、 亲情、 友情时似
乎缺乏人情味， 让人敬而远之。 邵妈妈和
我们谈了许多她的生活， 和普通人一样，
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 油盐酱醋 。 交流
中， 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高高在上。 其
实， 我们外人想象中的重重困难， 而邵妈
妈并不以为然， 甚至已经将这个作为自己
的生活习惯。 从邵妈妈的眼神中看不出一
丝虚假和做作。 只有走进一个人的生活，
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福建农林大学 王选辉

邵妈妈的故事， 让我觉得我应该去相
信善良， 以后， 可能过天桥的时候， 我再
遇到那些乞讨的人， 不会像以前那样无视
他， 我可能会看他一眼， 如果我有零钱的
话我会掏给他。 这是我自己的改变， 起码
我是相信了善良， 我也希望带动其他的人
去相信。

———贵州大学 王亭亭

营员感言(摘录)

邵均克在工厂院里种了许多玉米

华苑公司针织二厂女工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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