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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没什么条件，就是想要一套房

子。”儿子在浦东机场上班，童玲妹也看中

了惠南板块。
说是“没条件”，其实挂心的事还是蛮

多的。之前去惠南镇没看到房子，回来后童

玲妹向经办人详细询问了房源的具体情
况，她最关心的是每层楼 01室、02室是怎

么排的。经办人告诉她，现在的房子结构都

是左一右二，左手 01室，右手 02室。

“我就想要 01室的，但 01室好少，为什

么这次房子都是不全的？”9时 13分，排在

49号的童玲妹又找到经办人杨仁麟。杨仁麟
告诉她，所有的房源都是统派的，黄浦区有

许多基地，不单是这里。等到这里的房子选
好了，确定没人要了，就要交上去，下次如果

居民再要房子，就没有挑挑拣拣的余地了。
上午 10时许，童玲妹选到了惠南一套

低区的 01室。“其他的只剩顶楼 21楼了，

原想 20楼还有希望，现在也不行了。”童玲
妹有些遗憾。

杨仁麟安慰她，总算选上了，而且有个

大阳台。童玲妹转念一想的确如此，心情顿
时好了不少，开心地向杨仁麟道谢。

童玲妹告诉记者，她出生在东街，结婚
在东街，是土生土长的东街人，对这里充满

着感情。“但是时代在发展，这里房子结构
普遍较差，老百姓想改善生活的愿望还是

很迫切的。”说起现在一些老人家对新房子

有出行、就医等方面的顾虑，童玲妹却很乐
观。“上海正在进行五个新城建设，像松江、

嘉定、奉贤等地各种配套都会越来越齐全
的，只是时间问题。”

中华路征收地块居民连续 3天按摇号顺序现场选房

盼了好久，阿拉要选新房啦!

“万物皆可意会” 空气香醇治愈

这家特殊的咖啡馆靠 点单

67岁的童玲妹这几天都睡不好觉。盼了好久，终于要选房了，除
了期待，当然也难免忐忑。
昨天，对于童玲妹这些中华路征收地块的居民来说，是个大日子。

连续3天，他们将按电脑摇号产生的1257个排位顺序现场选房。
选房是大事。童玲妹告诉记者，前天上午，她和儿子专程去了一趟

惠南，那边的房源还是一片工地。“围墙围着，进不去。”
尽管没有看到未来的家，童玲妹一家还决定选惠南镇。“儿子在浦

东机场上班。而且我相信，未来这里一定会发展得很好。”

    “这个户型灵的”“我不喜欢底楼顶楼

的”……昨天上午不到 9时，中华路征收基地

选房等候室内，已经来了不少居民，大家看着墙
上贴的房源信息，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心得。

72岁的杨阿姨和老伴、大儿子是最早
到现场的人家之一，杨阿姨双手捏着一张

纸，不停地看着。早在前几天，她已经和家里
人一起做足了功课，去现场看过两次，把中

意的房源都写在了纸上。“我们运气不错，摇

到的是 30号，比较倾向惠南的房子”。
记者在现场看到，434套期房和准现房

房源分别分布在浦东惠南民乐、松江南、奉
贤南桥、嘉定黄渡和徐汇馨宁公寓五大版

块。徐汇馨宁公寓也有 5套准现房，单价要

8万到 9万元。
“恭喜张阿姨！”上午 9时许，基地选房

大厅传来一阵庆祝声。因为前 5户放弃选

房，原本排在第 6位的张阿姨成了第一位
选房成功的人。张阿姨经过仔细挑选，选择

了嘉定黄渡一套 11楼的两房。现场工作人

员和居民都对她表示祝贺。
一户接着一户，很快就轮到了杨阿姨家。

捏着手里自己准备的“选房单”，杨阿姨一直
很紧张。前面有好几家选了杨阿姨看上的房

子，虽然单子上事先相中的房子不少，有十多
套，选择余地还很大，但她还是担心不已。

最终，杨阿姨家还是选到了中意的房

子———惠南镇的一套 2房，她禁不住舒了一
口气：“心里一块石头落下来了。”杨阿姨的儿

子告诉记者，母亲对新房子还是比较满意和
期待的。“那边空气好，设施新。”他说，自己一

家人住房一直很困难，父亲是老知青，当年回
沪四处借钱买下了东街 122号一套 11.8平

方米的房子，他、弟弟和父母四人挤在一起居

住了多年。2001年他和妻子结婚时，就传这
里要动迁。“没想到一等就是 20年！”

心里石头落地了

    在 1933老场坊附近藏着一家特殊的咖

啡店———1930酒隐醇咖馆，收银台边放着一

些文字提示或者手写牌：“有需求请按钮”“堂

食”“少冰”“热”……在这里，咖啡师自始至终没
有任何言语，而是靠手势、手机打字和顾客交

流。1930酒隐醇咖馆是一家有着多位听障人士
供职的“无声咖啡馆”，一个个“手势密码”背后，
温情而又治愈的时刻在这里不断上演。

“我们是无声咖啡师。”一进入这间咖啡馆，

就能在吧台看到这样的小提示。点单入座后，不
一会儿，一杯温热浓郁的咖啡就出现在面前。

1930酒隐醇咖馆坐落在北外滩辽宁路上，与
1933老场坊隔岸相望。3年前，店主刘先生和好

友在此打造了小店，专注于精选咖啡豆制作的

手工咖啡。一个偶然的机会，咖啡馆迎来了一位

听障咖啡师，自此，咖啡馆模样发生了改变。
目前，1930酒隐醇咖馆共有 3名听障员

工，岗位涉及咖啡师、收银员和服务员。点单
时，咖啡师与顾客的沟通大多依靠手势进行，

消费者在菜单上指出要喝的咖啡，咖啡师随
即着手制作，若有个性化需求，顾客可以使用

桌上的“外带、热、去冰”等提示牌。如遇提出

询问洗手间方位或者其他需求，员工会与顾
客在手机上用语音转文字的方式沟通。

从研磨咖啡豆、填压咖啡粉，到萃取咖
啡、打奶泡、拉花，1930酒隐醇咖馆的每一杯

咖啡都由一位咖啡师独立完成。虽然没有任
何言语，但这里的咖啡都被注入制作者的热

忱。这也是这家咖啡店的特别之处，咖啡师和

消费者存在一种“万物皆可意会”的默契。
3年的时间，1930酒隐醇咖馆不仅成为

一处温暖普通顾客的地方，更是 3位听障员
工的温暖“小家”。陈露蕾是馆内一位听障咖

啡师，多年前，当她接触到咖啡师这个职业时
就被瞬间吸引。对于她来说，成为一名咖啡师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光是判断奶泡的打发

情况就是个极大的挑战。一般来说，正常人可
以通过聆听奶泡机发出的尖啸音高低来判断

牛奶的打发情况，而对于聋人来讲，他们只能
通过双手去感觉温度、用视觉观察判断，从陌

生到熟练、再到准确判断，这其中所花费的心
血或许是正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这家“无声咖啡馆”，陈露蕾不仅能发挥专

业所长，更是收获了“超铁闺蜜团”。同样的经历，
相似的感受，让她与另两位“伙伴”的心愈发靠

近。店里没有客人时，“闺蜜团”也没有闲下来，她
们会一起坐在室外的椅子上，晒晒太阳，分享工

作日常和生活碎片。除了咖啡师的身份，她同时
还是一名篮球运动员。一个月前，她代表上海市

参加了中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聋人篮球比

赛，获得第七名的成绩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店主刘先生形容自己和店员们相处就如

同朋友一般，咖啡馆不仅成了 3位听障员工的
“第二个家”，更在刘先生的用心经营下，逐渐成

为城中听障人士的线下聚集场所。除此之外，
1930酒隐醇咖馆还不定期举办手语微课堂等

公益活动。
这间无声咖啡店存在的意义，是希望让

普通人明白听力障碍人士生活的困扰以及更
加了解他们的处境。刘先生说：“她们可以在

这里悠闲地工作、生活，交交朋友，那样就够
了。” 通讯员 徐维晨 本报记者 袁玮

未来肯定会更好

居民送来润喉糖

本报记者 屠瑜 潘高峰

    虽然排在上午最后一位，盛老伯心态

却很好，和女儿、侄女坐在选房等候室等得
很耐心，还不时和经办人陆文宾聊上几句。

“你说东边房子好还是西边好？”盛老
伯的这个问题，让陆文宾笑了起来：“你们

如果是1号，我就回答你了，你们现在是上
午最后一家，就别问了。”经办人的幽默，引

得大家也哈哈大笑。盛家小妹说，反正都是

公开透明的，就碰运气吧。“这次算拿到比
较前的号了，85号，以前在杨浦参加过摇号

选房，拿到的都是200多号了。”
上午10时55分，盛家选了一套惠南的

二房。临走时，他们还向陆文宾咨询了家里
存在的一些小矛盾，陆文宾哑着嗓子低声

回答：“不要急，你们家很简单的，就是两户

人家的调解。复杂的人家内部有五六户要
调解呢。12月12日先二轮签约，再过一周，

你们能谈就先谈，不行的话我帮你们做做
工作。一家人心平气和，没有不好商量的。”

送走盛家人，陆文宾回到办公桌前，拿
出一盒润喉糖吃了一颗。这几天已经进入

二轮签约前准备工作的尾声，一天12个小

时连轴转，让大家压力不小。尤其是陆文

宾，最近一直带病忙于居民选房工作，既要

解释房源情况，又要给居民参考建议，忙得
停不下来。“总是希望尽可能让大家都能够

选到适合的房子，累就累点吧。”

陆文宾桌上的润喉糖、止咳药、口罩
等，其实都是居民送来的。“很开心，我对居

民好，他们也对我好，我尊重他们，他们也
尊重我。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他们

每一家都能开开心心地搬家住进新房！”

手势

■ 选好房的居民签字确认，家人都喜上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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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