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家助聋门诊 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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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时光倒回至2012年5月，“全国助残日”

期间，东方医院在门诊大厅首次举办助聋义

诊，没料到来到现场的聋人患者远超预约数

量。看到了聋人就医的迫切需求，医院有了

迎难而上的想法：能否把“一次”变成“常

态”？当年9月11日，在多方努力下，全国首

家“无声有爱”助聋门诊在东方医院正式挂牌

成立，到今年，已经整整运行十年。

无处不在的细节变化
十年未变，每周五下午，是属于东方医院

“助聋门诊”的特别时间。一到门诊下午开诊

时间，各个诊区都已提前在醒目的位置摆上

绿色的“助聋门诊日”标识，每位手语翻译和

志愿者佩戴好代表自己身份的胸牌，而前来

就诊的聋人在登记之后，会拥有一张专属的

绿色“笑脸”标识。

每一处细节的背后，是十年光阴里遇到

实际问题后的摸索与调整。为什么要为每

位聋人患者佩戴“笑脸”标识？原来，曾有位

俞老伯由于不熟悉医院环境，加上迫切看病

的心理，在就诊过程中不小心与助聋志愿者

走散，由于俞老伯听不见，传统“呼喊”找人

的方法行不通，也没有留下联系电话，助聋

志愿者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在茫茫人海中找

到他。同时，由于“无声有爱”助聋门诊是首

创和初创服务，聋人在享受优先就诊服务

时，会被误以为是在插队，加上聋人沟通不

便，容易引发冲突。那次后，东方医院社工

部就决定要为他们配上“专有标识”——就

这样，笑脸应运而生。

10年来，429次服务，10921人次的聋人

受益，2600人次助聋志愿者参与服务，志愿服

务时长10400小时，除了上海本地的聋人外，

周边城市甚至北京、深圳等地的聋人也赶来

就诊。从一次义诊到常态化服务，东方医院

“无声有爱”助聋门诊已成为全国示范，形成

了专业的管理方法与制度，更令人欣喜的是，

越来越多的医院开设助聋门诊。

不断创新的平台支撑
助聋服务的门槛在于沟通——手语学习

成了许多志愿者的拦路石。以前，为了能够

胜任助聋门诊的志愿服务岗位，许多年过半

百的志愿者克服酷暑参加手语培训，参与考

核“持证上岗”。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志愿

者可以通过线上翻译的技术，加入到助聋服

务中去。

在助聋门诊时，医生身旁摆放的平板电

脑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里面有线上翻译平

台，通过观看聋人的手语实时将翻译结果传

递给医生，这是“无声有爱”助聋门诊积极探

索的线上服务模式。

另一方面，由于非助聋门诊日就诊的聋

人以及住院聋人患者数量明显增加，为了满

足这部分病人的就医需求，社工部改良助聋

门诊传统服务方式，尝试开展“线上+线下”的

服务模式。这种方式打破了助聋门诊服务时

间与空间的区隔，也将助聋门诊服务拓展至

急诊和病房。

前不久，聋人患者蔡先生由于腹痛通过

助聋门诊入院治疗。在院期间由于肠道准备

工作不充分，原本预约的肠镜检查不得不取

消。为了解蔡先生的困难，保障治疗安全进

行，医务社工通过线上视频邀请手语老师进

行实时翻译为其耐心地讲解打消顾虑，同时

也向医护人员普及了聋人的心理特点。

十年来，许多聋人患者与临床医生也建

立了朋友般的动人感情。“最受聋人喜爱的医

生”之一的心内科医生沈运丽坚持每周五下

午安排门诊时间，“感觉到了聋人看病不易，

不过助聋志愿者和手语翻译确实解决了我们

和聋人的沟通问题，希望未来助聋门诊能够

让更多聋人获益。”她同时呼吁，“在今后的工

作中，可以尝试更多通过远程会诊、互联网门

诊等方式，为行动不便的聋人患者提供更便

捷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手

语翻译和更多的志愿者一起参与其中。”

本报记者 郜阳

10921人次受益 2600人次志愿者参与服务

国际聋人日前夕，在上海
市东方医院本部门诊大厅，一
场特别的健康咨询正在进行
——在现场，聋人患者与医生
交流的方式不是语音，而是舞
动的手指。今天，是东方医院
为“无声有爱”助聋门诊庆祝
十岁生日的日子。除了一个
简短的庆祝仪式外，医院选择
用重回“起点”的方式来庆生。

本报讯（通讯员 吴珊珊 记者 江跃中）

生产制作一台高仿戴森吹风机，成本仅需240

元，却能大到包装，小至质保卡、激活码贴纸，样样

不少，足以以假乱真。近日，黄浦区检察院对被告

人占某某、詹某某以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起公诉。

2020年下半年，刚到广东的占某某想做

点小生意，他听闻做假冒“戴森”挺赚钱的，恰

巧有个做假冒戴森吹风机的老板要出售工厂，

他便将工厂盘下来，继续负责生产。后占某某

聘请其姐夫詹某某帮忙联系供应商进货以及

负责处理工厂里的杂事。据两人供述，该工厂

只生产一款中国规格版型号为DH03的假冒

戴森产品，颜色有六种，只需提前将所有的零

配件从供货商处买齐，工厂工人流水线进行组

装，不需要培训一教便会。

占某某的工厂既没有生产资质，也没有工

商执照，更没有名称或者厂牌，是一个实打实

的“地下工厂”。“单个高仿吹风机成本在240

元左右，我们对外销售都是340元。”占某某到案

后供述，“工厂根据客户下订数量，再进行组装，

成本低、利润高。”因此，当占某某听说卖工厂给

他的老板因销售假冒戴森产品被公安抓获时，虽

然感到害怕，但并没有收手，利益驱使他把小作

坊换到了别处，以为这样便能逃过追查。

警方根据线索，在制假工厂当场抓获占某

某和詹某某，现场除了查获标有戴森商标的零

件以及成品外，还有工厂对外的交易账本。审

查中，检察官发现账本记账不规范、诸多上下

家不能到案，犯罪金额认定难度大。但通过仔

细统计，核对被告人客户的微信记录、转账明

细、发货物流数据等信息，检察官厘清金额，最

终精准认定了犯罪金额。

经审计，占某某开设的制假工坊合计生产

销售假冒戴森商标的吹风机非法经营数额

170余万元，詹某某入职期间工坊非法经营数

额130余万元，自现场查扣的200多台假冒吹

风机，依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价值8万余元，两

人都属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这些低价戴森都是高仿
公诉！

本报讯（记者 左妍）不久前，一次授课直

播间突现“烟雾重重”，“慧眼”市民当即举报，

执法人员高度重视，现场取证后立案调查。对

此，市卫生健康委呼吁：直播授课虽火爆，依法

控烟不可忘。

近日，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接到群众

举报，称某大学退休教授王某某在开展公益名

家讲坛直播授课的同时吸烟。接到举报后，市

健促办高度重视，当即责成该单位所在区相关

部门进行核实处理。经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监督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市民举报情况属

实。卫生监督部门以该单位违反《上海市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第九条第（五）项规定，即禁

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未履行禁烟义务，未对吸

烟者进行劝阻为依据，对该单位罚款3500元。

记者从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获悉，王

某某并非初犯。在此次事件之前，其所在学校

已责成其就违规吸烟行为作出书面检讨。作

为大学老师，尤其应该注意公众形象，增强控

烟法制意识。

退休教授在直播间抽烟
罚款！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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