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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目伦

“客户打来电话时，你首先要问好，
然后按照纸上列举的问题与对方沟通，
不要急，慢慢来。如果不知道怎么回
答，就告诉对方稍等一下。”7 月 22 日，
在莘县残疾人联合会五楼的莘县化朴
残疾人发展服务中心，王化朴在对 20
余名残疾人进行京东售后服务业务培
训。

作为北京京东集团“京匠师”（培训
师），自去年 10 月以来，王化朴采取集
中培训和分散上门培训等方式，帮助上
百名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他们依靠
京东平台承担售后服务，负责家电安装
和维修，每人每月收入在 2000—5000
元。

1989 年，王化朴出生于莘县大王寨
镇玉庄村。王化朴的父亲是一名退役军
人，受父亲的影响，他勤于学、善于钻，
2016 年进入京东集团，并组建了自己的
团队，承接京东区域服务。经过几年的
努力，他成为京东集团服务全国形象代
言人。在全国，京东集团“京匠师”（培训
师）仅有35人，王化朴名列其中，其业务
量经常位居全国前三。

莘县是我市残疾人数最多的县，持
证残疾人2.5万余名。按照有关规定，三
级以下残疾人不享受国家生活补贴，而
这一群体中不少人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

育，但需要有关部门、公益组织等指导培
训后才能就业创业，从而减轻政府负
担。对此，王化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家
乡莘县。

2023 年 10 月，在莘县残疾人联合
会的支持下，王化朴创办了莘县化朴残
疾人发展服务中心，与京东集团联手建
成 莘 县“ 京 东 + 残 疾 人 培 训 孵 化 基
地”。“我们定期开展残疾人集中培训，
每次培训 20 余人，培训内容以京东售
后服务相关业务为主。目前已培训 200
余人次，100 余人靠订单提成有了收
入。每个订单提成 5 元，每人每月至少
收入 2000 元，最多的每月收入 5000 元
左右。”王化朴说。

王化朴不仅在莘县县城开展集中培
训，还经常携带电脑等专用设备下乡为
残疾人培训，至今下乡培训80余次，并投
资 2 万余元，为残疾人购买电脑 41 台及
辅助设备一宗。

随着业务的发展，除了京东平台之
外，莘县化朴残疾人发展服务中心还与
海尔、海信、小米等企业合作，慕名前来
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从今年3月开始，省
内外的不少残疾人不断到莘县找王化朴
学习。集中培训场所不够用，王化朴就
自费1万余元在莘县莘亭街道租赁了一
处200余平方米的住所，为前来学习的残
疾人提供免费的食宿和培训，直至他们
学会为止。

莘县古城镇一级残疾人张宣（化名）

和魏庄镇的吴琳（化名）都是20多岁的女
青年，二人到后就与该中心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培训期满后，她们“自立门
户”，每月工资在5000元左右。

莘县莘州街道虞路口村的虞红军今
年40岁，属于二级肢体残疾人，妻子是二
级智力残疾人，母亲是三级肢体残疾
人。虞红军有文化，善于学习，经过培
训，他在多个平台拿到订单提成，每月收

入 3000 元左右，用一人之力撑起一个
家。“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感觉生活很
有盼头。”虞红军说。

“他们虽然行动不便，但都心怀创业
热情，很多人从‘小白’开始学习，成为业
务娴熟的客服人员。我们通过这种方
式，帮助残疾人积极面对生活，让他们靠
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和家人。只要他们愿
意学，我就愿意教。”王化朴说。

莘县“80后”王化朴——

助上百名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
本报通讯员 牛贵葆 苏跃文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 通讯员 陈振
兵）7月18日，在冠县东古城镇社会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辖区群众李某和林
某在中心调解小组成员的见证下签订了
调解协议，一起因农耕琐事爆发肢体冲
突的矛盾纠纷得以化解。这是东古城镇
运用“警调对接”机制有效化解基层矛盾
纠纷的一个缩影。

四个月前，东古城镇居民李某浇地
时不慎铲掉了林某的一小片庄稼，林某

气不过，上门找李某理论，两人互不相让
并发生肢体冲突，林某受伤。当事人报
警后，派出所民警遂到现场处理，之后，
林某住院，双方又因医疗费用赔偿问题
产生争执，请求调解。东古城镇迅速启
动“警调对接”机制，由司法所、派出所、
矛调中心、法学会工作站组成调解小组
共同开展纠纷调解。

为快速解决矛盾纠纷，调解人员多
次前往双方当事人家中了解事情原委、

倾听双方诉求、耐心说和，但双方对赔
偿金额分歧较大，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面对调解遇到的瓶颈，调解人员找准症
结，先从林某的角度出发，安抚他的情
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步向双方当
事人明理释法；再从实际情况出发，耐
心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力劝李某换
位思考，正确认识纠纷发生后对林某的
生活及工作带来的不便，妥善做好林某
的医疗赔偿。

经过近四个月的不懈努力，李某和
林某二人从“任性”回归“理性”，双方就
医药费赔付问题协商一致，并签订调解
协议。

近年来，东古城镇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警调对接”机
制，不断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处置和源头
化解，及时消除社会治安隐患，推动基层
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东古城镇

“警调对接”机制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培训人员在培训残疾人。本报记者 张目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