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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疫情期间不能出门怎么

办？宅在家里生活单调怎么办？没
关系，上海市残疾人文体促进中

心创新举办的“1+2+3”场形式多
样的文化活动，带动广大热爱文

艺的残疾人朋友，把丰富多彩的

文化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也围
绕文化品牌建设和文艺交流基地

建设，拓展传统活动模式，创新文
化呈现方式，进一步延伸了公共

文化服务的覆盖面，扩大文化工作
的影响力。

“1”是通过“网上直播+视频观

看”的方式，首创残疾人“云上文
化”系列讲座，提高了残疾人文化

活动的吸引力和社会关注度。观看
“云上文化”系列讲座的直播人次

已近 4.2?。“2”是以专业培养为
目的，策划 2场残疾人文化沙龙，

知名书画家现场为有一定基础的

残疾人艺术爱好者传授经验和点
评作品，提供更多切磋技艺和展示

才华的平台。“3”是举办以“同心
抗疫 阳光艺行”为主题的上海市

残疾人书画摄影作品展，展出由
全市范围征集的 526 件作品中评

选而出的文化精品。同时，专设残

疾人文化作品展示厅，轮流展示
区级优秀文化作品。在“1+2+3”场

文化活动中，残疾人们展示出较
高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面貌，也是

一次对上海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

的展示和宣传。 孙云

看网上直播 听名家点评 赏书画精品
上海残疾人“1+2+3”场文化交流活动圆满收官

    在寒冷的冬季，让你温暖的，

可能是一句亲切的问候，可能是一
杯暖手的热茶，也可能是一台马力

强劲的空调。对于申城广大残疾人
来说，给寒冬带来暖意的，有一支特

殊的队伍———上海市助残志愿服务
总队。

上海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历来

有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活跃着众
多自发的助残队伍和志愿者，如星

星之火，愈发燎原。5个月前，上海
市助残志愿服务总队正式成立，

“上海助残志愿者”服务标识同步
发布。总队直属联络团队 3个，联

络市级志愿者服务基地 1个，联络
区助残志愿服务队 16个，联络系统

志愿服务组织 3个，注册志愿者约
1.4?人。

半年来，这 1.4?名志愿者团
结在上海市助残志愿服务总队的旗

帜下，就像一盏盏温暖的小橘灯，更
加温暖了申城残障人士的心灵。

收获知识收获自信
盲人陶阿姨每周五上午都会来

到虹口区曲阳路街道残联的张心亚

助残工作室上舞蹈课，她说，这是她
一周里最期待的活动：“来这里跳舞

很开心，每次都能和朋友们一起聚
一聚，见见面，聊聊天。”

与她一起上舞蹈课的有精神、

智力和视力等各类残疾人，老师则

是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陈卫。陈老
师是张心亚助残工作室的志愿者，

已经为残疾人上了十余年的舞蹈
课。她说，叫教盲人跳舞可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要手把手地教，更要耐
心，才能让没有基础的盲人领会“四

位手”“五位手”“六位手”等术语，做

出正确的动作。陈卫还细心地了解
到盲人不方便转圈，否则容易眩晕，

所以，她就为盲人度身定制合适的
舞蹈动作，既美观又安全。而且，还

加入用道具敲打穴位、经脉等巧思，

将康复健身融入舞蹈中。

经过长时间排练，残疾人们学
会了许多舞蹈，性格也更加开朗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他们还走上
社区舞台成功演出，并被新闻媒体

报道宣传。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像陶阿姨这样从助残志愿服务

中汲取精神养分的残疾人还有很多，

获得“雪中送炭”服务的也有很多。
在上海，有许多教师和大学生

参与到“智力助残”的志愿服务中，
为残疾人学生和子女提供义务家

教。东华大学“智力助残”志愿者服

务队就是上海市成立最早的高校助
残队伍，成立至今已有 25年，共培

养志愿者 7?余人，服务超过 28?
小时，爱心接力棒在一届届高校学

子的手中传递。
年初的疫情期间，家教老师不

能上门辅导，学生们着了急。嘉定区

江桥镇有一位全盲的蒋同学就是其

中之一，当时他正面临高考，为了解
燃眉之急，已与他结对助学两年的

上海“心希望”助学公益服务中心志
愿者根据他数学薄弱的情况，召集

五名擅长数学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小
组，从二月初开始，他们在各自的家

乡轮流上线，轮番为远在上海的小

蒋线上辅导，并随时解答线上求助，
让小蒋信心倍增。

在沪上众多医院的“助聋”门
诊，在空中的“24 小时情绪疏导减

压热线”，在亟需康复的瘫痪老人家
中，在难以与聋人父母沟通导致亲

子关系紧张的孩子家中……助残志
愿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

琐碎却有意义的服务，为残疾人带
去光和热。

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在上海市助残志愿服务总队正

式成立以来，助残志愿者的服务热

情得到进一步激发。总队整合场所

资源、队伍资源和活动资源，围绕残
疾预防、残疾人领域公共服务、残疾

人重大节日活动、文明引导、慈善公
益等志愿服务内容，上下联动、区域

互动，积极推动助残志愿服务融入
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大

局里，提升助残志愿服务水平，营造

志愿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 12月 3日“国际残疾人日”，

上海市残联又推出“云助残-上海
扶残助残志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

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打造一个安全、快捷、便利、互通、共

融的服务平台，发挥平台资源统筹
调配作用，推动扶残助残工作线上

线下的整体合力，构建上海扶残助
残志愿服务新生态，持续推动助残

服务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
次发展，让全市残疾人在平等参与

的氛围中共享小康发展成果。
孙云

雪中送炭，解残疾人急难愁
申城 1.4万名助残志愿者不断给这座城市带来温暖

    12月 15日 17时半，张江集电

港的高楼已被夜色吞没。助残志愿
者夏燕平像往常一样，提早一刻钟

在便利店内等待服务对象———在园
区工作的盲人蔡东岳。“志愿者工作

快做了三年。”夏燕平滑开手机屏
幕，介绍她的经历，“今年服务时长累

计 68.56小时，服务次数 25次。”

2017年底，浦东残联推出“我
是你的眼”助盲出行项目，通过网

上预约、定点定时、全程陪护，让盲
人出行像网约车接单一样便捷。

志愿者和他成好朋友
项目伊始，夏燕平从朋友圈看

到了朋友助残服务的照片，她心想

帮助有需求的人竟能如此直接与
快捷，便在 App上注册接单，一干

就是三年。正说着，蔡东岳在同事
引导下来到了便利店。“我在集电

港一家企业兼职，从事音频测试方

面的工作。”蔡东岳边说话，边挽住
夏燕平。一男一女，一个盲人一个

健全人，就这么组队从夜色中出发
了。从龙东大道回川沙的家，需要

坐公交车再换地铁，碰上晚高峰一

趟路就得 1.5小时，无论在公交车
上，还是地铁站中，他们挽着的手

臂都未曾松开。
“来，要下台阶了，一、二、三，

下来了”“小心，前面的盲道有车挡
住了”“绿灯了，我们开始过马路了

哦”……夏燕平就仿佛成了蔡东岳

的眼睛，在步履一致的并肩同行
中，他俩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视障者为视障者伴行
12月 18日中午，浦东图书馆

无障碍服务中心里热闹非常，何瑞

芸和陈信艳正在忙着排练浦东新
区盲协筹备的一出话剧。63岁的

陈信艳是志愿者，也是名低视力的
视障者。“我双眼 2000多度近视，

眼底有些问题，将来很有可能失
明。”她说，“帮助他人的理由很简

单，我想通过行动去体会志愿者的

心情，因为将来我也会需要他们帮
助。到时候，我会告诉未来帮助我

的人，曾经我也是你们的一分子。”
何瑞芸是这次演出的编剧之

一，小姑娘笑起来很腼腆，但提到

陈信艳对她的帮助，好像有说不完

的话：“过去出门都需要亲人来陪
伴，但亲人也无法随时相伴。在

App上下单后，陈老师等志愿者会
来接单，解决盲人最大的需求———

有人陪自己出门。从一次次相伴出
行到如今一起参与话剧排练，陈老

师就像是我的亲人。”

白天黑夜，志愿者与盲人的身
影出现在各个角落。下单接单，手

机上的数字与文字记录着爱心传
递。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欢迎更

多人的加入。 董怡虹 孔明哲

通过助盲出行App
视障人士可随时求助

    浦江杯“手中的笔·心中的

歌”———百位听障艺术家“绘浦江·

助就业”绘画作品比赛日前揭晓各项

奖项，获奖作品及优秀作品在上海诺

宝中心展出，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
看。来自全市各特殊学校学生和广

大听障人士的作品种类丰富，在画
笔下，展现浦江发展日新月异，呈现

出一片繁华盛世的美好景象。
活动中，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恒源祥、享益（上海）人
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利格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为听

障艺术家颁面试直通车证书。孙云

绘浦江精彩
画艺术人生

    “幸福宝山 共享阳光”宝山区首

届残疾人文化艺术作品展近日启动，
在线下及线上同步进行。除了进行作

品首展和巡展外，宝山区还以此次作
品展的举办为契机，推出了一个残疾

人文化艺术培训基地、一批残疾人文
化艺术培训老师、一本残疾人文化艺

术作品集和一个残疾人文化艺术作

品展，着力打造宝山区残疾人专属的
“五个一”文化艺术品牌，鼓励残疾人

学习技艺，发挥特长，以技艺改善生
活，用智慧改变命运。

今年以来，宝山区残联广泛征
集残疾人文化艺术作品，吸引了来

自宝山的 100多名残疾人投稿，累
计收到作品 200余件。此次展览旨

在展示宝山区残疾人文创成果，倡
导社会各界人士扶残助残。今后，宝

山区残疾人文化艺术培训基地将深
化残疾人文化艺术创作能力培养，

探索创办文创工作室和创意产品的
开发，建立“幸福宝山 共享阳光”文

创产品电商平台，有效激发残疾人
的创业激情、创新能力和创造活力，

促进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就业。孙云

展文艺作品
育文创人才

下单接单 出行有“伴”
▲

蔡东岳（左）边说话边挽住夏燕平。一男一女，一个盲人

一个健全人，就这么组队从夜色中出发了 孔明哲 摄

■ 视障人士在
手机客户端下
单预约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