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客人在店

内品咖阅读

    浦东新区成山路上有一家梦工

坊咖啡吧。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咖
啡馆无异，但推门而入，便会发现这

家店的特别———店内的几名员工均
毕业于浦东新区辅读学校。他们大多

有心智障碍，却努力尝试着融入社
会。作为上海市首家心智障碍青年支

持性就业基地，梦工坊咖啡吧接纳了

这群特殊的年轻人。
在这里，“唐宝宝”殷昊成为一名

专业的咖啡师，还拿到拉花大赛冠

军；自闭症男孩杨安昆越来越热情，

店内搞活动时可以自信满满地担当
主持人；零基础开始学做咖啡的吴

薇，独创了一款用自己名字命名的饮
品“薇薇有点啤”……

看着梦工坊咖啡吧熬过运转初
期的亏损，挺过新冠疫情期间的暂停

期，到如今逐渐步入正轨，在这里工

作的孩子们也慢慢融入职场，浦东新
区人大代表章煦春感到格外欣慰。只

要一有空，她就会到这家咖啡吧坐
坐，点一杯咖啡，和店长于成红聊聊

员工们的近况。

关注辅读学校学生就业
三年前，在浦东新区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初当人

大代表的章煦春提交了一份建议，呼
吁关注浦东新区辅读学校毕业生的

就业问题、帮助心智障碍青年拓宽就
业渠道。

浦东新区辅读学校是一所对智

力障碍儿童及青少年实施九年义务

教育与康复训练以及职业技术培训
的特殊教育学校，近年来就业率走

低。在社区走访时，不少家长向章煦
春诉苦。自闭症人群由于存在社交能

力的缺陷，就业很难。
章煦春调研后发现，近年来，国

家相继出台了关于智力残疾人员的

相关就业法律、法规或政府文件，但
内容都是原则性的，实际操作过程中

存在困难。碰到具体问题，往往因为
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导致无法落实，

社会可提供的就业渠道少之又少。
2018年 2?，她提出《潍坊新村

街道关于解决辅读学校毕业生就业、
拓宽就业渠道的问题》的建议，很快

得到了浦东新区残联的反馈。2018

年年底，梦工坊咖啡吧开业，7名浦

东新区辅读学校的毕业生经培训后
上岗。梦工坊洗车房、梦工坊面馆、梦

工坊超市也陆续开业，接收心智障碍
青年就业或实习。

为群众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身为一名律师，能够深入一线，

了解到社会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

题，我总想着，要帮助社会做点什么。
成为人大代表后，每到开两会，我都

很珍惜发言的机会。”章煦春积极履
行代表职责，还在律师事务所里倡导

为群众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她带头在

社区为居民开展有关婚姻和继承的
法律培训讲座，还组织了十多位年轻

律师组成夜间门诊律师志愿团，每周
为居民提供法律预约门诊服务。

章煦春说，居民们反映的问题，看
似“很小”，但却是关系到群众生活的

实事。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她能为基层
群众反映问题，实实在在做点事，心里

特别高兴。 本报记者 杨欢

一份建议催生一家爱心咖啡馆
浦东新区人大代表章煦春：帮心智障碍青年拓宽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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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最安静的课堂
“要做一杯 200到 300?升的咖

啡，大概需要 16到 22克的咖啡粉。”

“咖啡的萃取时间，会影响其风
味。最先出来的是风味物质，随后是

苦味物质，最后是涩味物质。”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吴琼

的丈夫季扬站在 PPT前，为 12位聋

哑人学员带来 SCA咖啡师课程。伴
随着他的讲课声，一位手语老师站

在旁边双手翻飞，实时翻译他的授
课内容。

光讲还不够，旁边的工作人员又
分批端上来几杯咖啡，有不同萃取时

间的浓缩咖啡，也有添加了不同奶量
的咖啡，让学员们在品尝后，感受到

萃取时间的长短，对咖啡风味的影
响，以及花式咖啡的口感。

相比普通的咖啡课，无声咖啡师
的课堂特别安静，只有间或响起的咖

啡机研磨声，会和老师的讲解声相应
和。“这是我们第一次给聋哑人上专

业课。”吴琼小声地告诉记者，除了安
静，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聋哑人学员的讲义特别厚，所
有能用文字图片表达的内容都印了

上去。”吴琼说，一些制作咖啡的手
法，也要根据聋哑人的特点来调整。

比方说牛奶打发，对于普通学员来
说，老师会教他用听的方式来判断

打发程度，但对于聋哑人，只能让他
们利用触觉，感受奶缸的振动频率

来作出判断。此外，有些感官词汇很

难用手语来表达，因此课后吴琼夫
妻还会和手语老师复盘，探讨如何

准确表达。

缘起一段无声的相处
吴琼夫妻的课堂上，有想要创业

的小夫妻，有想提升自己的家庭主

妇，也有 60多岁的老爷爷。随着咖啡
行业的热度攀升，几乎每个周末都会

开课。为什么还要开设面向聋哑人的
SCA咖啡师课程？吴琼说，这是她和

无声咖啡师的一种缘分。

“我们的第一家咖啡馆里，曾经
有过一位无声咖啡师，小苏。她在店

里工作了一年。”她告诉记者，单一源
咖啡胶州路店的开业前夕，小苏推门

进来，手写了一张求职纸，询问需不
需要咖啡师。

“出于好奇，我和她简单笔谈了
几句，就让她做一杯咖啡试试看，没

想到她操作起来特别干净利落。洗手
后再使用咖啡机，完毕后擦拭干净操

作台，这些细节很打动我。”吴琼说，
当时店里已经招满了六位咖啡师，但

在一番考虑之后，她依旧聘请了小
苏，成为第七位咖啡师。

“小苏很认真，为了更好地交流，
自己制作了一本小本子，上面有一些

常见问题的回答，来了新客人就会拿
出来。”无声咖啡师的笑容更具感染

力，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渐渐
显露出来。

“有时候客人下单以后会调整需
求，对于普通咖啡师来说，不过是一句

话的事情，但无声咖啡师要慢一拍，往
往是做好了咖啡才知道错单了。”自尊

心很强的小苏会因此发脾气，一旦沟

通不畅，甚至会脱下围裙一走了之，
还要发动朋友们连夜寻找她。

工作了一年左右，小苏向吴琼提

出了离开。吴琼回忆说，因为是第一

次近距离接触聋哑人，没有经验，双
方磨合一段时间后还是“分手”了，但

至今仍是保持联系的好朋友。而去年
熊爪咖啡的出现，让她在感动之余，

也重新审视了这一段交往，想要为无
声咖啡师做更多的事情。

“95后的无声咖啡师更愿意被

看到，有些人还能玩转社交媒体来表
现自己。”吴琼夫妻说，借助多方合

作，希望未来能建立专业的咖啡手语
体系，同时从助教开始，培养一批无

声咖啡培训师，让更多的聋哑人能够
进入到这个行业。

沉迷这一杯咖啡香
从咖啡爱好者，到店主、烘焙师、

咖啡师、培训师……吴琼夫妻在咖啡

行业堪称“斜杠青年”，一张张国际比
赛的获奖证书，是其执着与热情的写

照，而这种精神也通过授课传递给了
学员们。

“大概十多年前，我们在国外旅

行中遇到了一杯好咖啡，从此沉迷于
咖啡香中，变成了两人共同的事业。”

因为当时在上海还没有优秀的精品
咖啡馆，他们开始了“自给自足”。

“先是买了各种各样的咖啡机，
然后在网上购买烘焙好的咖啡豆，后

来发现出品不稳定，索性自己花 26

万元买了一台烘豆机，一边上课学
习，一边自己在家烘豆子。除了弥补

没有精品咖啡喝的遗憾，还借此机会
了解更多咖啡的知识。”

随着在咖啡上的投入越来越多，
开一家咖啡馆的想法在两人的脑中成

型，并取名“单一源”。“顾名思义，就是

通过单一产地的咖啡生豆进行烘焙，
制作咖啡，并呈现在顾客的面前。”吴

琼告诉记者，希望通过一杯咖啡的分
享，让顾客在店里了解到“从种子到杯

子”的全过程，体味到咖啡的乐趣。
“上海是中国最有咖啡氛围的地

方，相比十多年前，现在我们已经能
买到最全产地、最佳品质的豆子，也

拥有了大批热爱咖啡的客人。”单一
源始终保持有 5 个产区、10 多个品

种的咖啡豆，每到周末就会迎来一群
为了一杯好咖啡而穿越全城的爱好

者。未来这里或许还会成为部分无声
咖啡师的实习基地，因为，好咖啡无

须诉说，只要用心来品。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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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聋哑人邂逅
咖啡香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若让聋哑人邂逅咖
啡香味，又将创造出怎样的故事？

2014年，作为咖啡发烧友，吴琼夫妇在
胶州路开了一家名为单一源咖啡馆，还聘请
了一位无声咖啡师。7年之后，他们已成为
站在台前的专业培训师，还为 12位聋哑人
学员带来 SCA咖啡师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