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 办냬:报쏱췭놨 市몣市会벲죋솪뫏믡

8
2022年7月26日/星期二 本版编辑/蒋 俭 本版视觉/竹建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美甲按摩做咖啡
为马艳伟搭建送服务上门平台的，是我

国首家特殊领域的党群服务平台——浦东残

疾人党群服务中心开出的“谱梦列车”。几天

前，因为疫情一度暂停的“列车”重新“发车”，

带着残疾技能能手来到双创氛围浓厚的张

江 ·矽岸国际展示自我。

中午，午休的白领看到大堂里出现残疾

人美甲、咖啡、按摩和手机维修、饰品售卖等

点位，都好奇地围了上来。其中，最受欢迎的

当属仅需20元就能享受20分钟的肩颈按摩

点位，4位盲人技师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因

为体验得很不错，公益价还十分实惠，一位刚

结束按摩的男青年热情地招呼着正走过来的

几位同事：“我已经‘满血复活’了，你们也来

试试！我买单！”

店长马艳伟笑呵呵地说，他在黑龙江老

家的盲校里学习过按摩，早就考出了高级按

摩师和盲人医疗按摩资格证书。三年前，他

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步步从普通技师做到店

长，收获的不只是收入提高，更有按摩手法、

待人接物等很多方面的进步，所以，即使是在

疫情封控期间，他也没有想过回老家，总是和

家人报喜不报忧。

让他和同事们难忘的是，当他们近20名

盲人技师被封控在宿舍里难以网购、缺少物资

时，邻居、居委和浦东残联的工作人员都送去了

物资，让他们没饿过肚子。6月1日店面重开

后，一方面为了重聚人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

馈热心邻居，他们在小区里为大家免费露天按

摩。连续义务按摩了10天，邻居们都不好意思

再来了，他们以30分钟30元的象征性收费又

继续摆摊了20余天。最近，客源逐渐回升，大

约达到了疫情前的六七成，返乡的技师也回来

了三四个，经营向着日常的轨道回归。马艳伟

说，他和同事们的心态都很好，希望追赶失去

的时间，通过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月刚盘下一家美甲店开始创业的聋人

美甲师韩夕妤也接待了不少爱美的女白领，

通过手机打字和手势交流，与顾客顺畅地交

流美甲款式。她用手语介绍，自己做过三年

美甲师，对手艺很有信心，还准备报名参加残

疾人技能大赛。6月初，自己的师傅因为资金

周转问题想出让店面，她就接手了下来，物业

方为了支持小微企业创业，还减免了三个月

房租。虽然一个多月下来客人还不多，只有

预期的1/3，但已出现慢慢上升势头，她相信，

随着常态化防控越来越平稳，再加上积极地

通过自媒体宣传，开展上门服务等新尝试，生

意也会越来越好。

调律师开拓市场
“好的好的，我查下预约时间表，安排您

错峰过来看琴。”一边调琴，一边不断回复各

地顾客的咨询，盲人调律师张振宇忙得停不

下来。他说，疫情虽然影响了工作室在上海

本地市场的二手钢琴销售，但是，他带着盲人

调律师团队一起转型，通过提升售后服务品

质、开拓外地二手琴销售业务、试水线上讲座

和音乐会等方式，不断扩大团队在全国的影

响力，要把损失弥补回来。

从上海盲校钢琴调音班科班出身的张振

宇早就是活跃在二手钢琴论坛的互联网达

人，工作室创办20年来，在二手琴销售和调

律业内颇具名气。疫情期间，团队也没有停

下在网上与琴友互动，增加直播频次，每天一

两次开展知识分享和带货直播，还不断在各

种平台发布二手钢琴测评视频，所以，即使封

控在家，仍向外地客户预售了两架钢琴。6月

以来，他又在与团队以及钢琴家策划新的网

上讲座、迷你音乐会等活动，借此增加用户黏

度，积累新的顾客。

受到疫情影响，维护钢琴的订单最近增

加不少，但来工作室选琴的顾客有所下降，闲

不住的张振宇他们想出了新的办法，拓展外

地市场。幸好，网络没有地域限制，上海又是

进口二手钢琴的集散地，所以，这两个月外地

客户已成购买主力，前几天他们刚把一架钢

琴发到广州客户手中。同时，他们又将售后

服务升级，把原先的三年保修延长为终身保

修，用好口碑赢得回头客。 孙云

到店客人减少？那就主动出击！
残疾技能达人克服疫情影响积极追逐创业就业梦

“听不见，我一句也没听见”“话筒声音

太轻啦！”……在日前举行的一场捐赠仪式

上，两位参会的老人好几次嘟囔甚至嚷嚷

起来，抱怨听不见台上的主持人和嘉宾在

说什么。奇怪的是，在场所有人不仅没觉

得有问题，还有一名摄像师忍不住扑哧笑

出声说：“听不见就对了！不然这个捐赠就

没意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主办单

位和爱心企业要向这些老人捐赠的，正是

他们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助听器。而

捐赠的初衷，则来自于独居耳背老人在疫

情防控期间常苦于“听不见”而不得不绷紧

神经，时刻关注着窗外和微信群里的核酸

检测动态，唯恐错过志愿者的敲门和窗外

的喇叭声。所以，正如受赠者家属所感慨

的那样：“这场捐赠对独居耳背老人真是太

有意义了！”

这场捐赠由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携手唯听助听器（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奥

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联合发

起，将从即日起的三个月内，为全市150名

独居耳背老人赠送总价值150余万元的助

听器，并提供价值30万元的听力检测和终

身免费技术服务，确保老人能持续获得最

精准的助听效果。爱心企业捐赠的这批高

保真助听器单价达到约一万元，属于中高

端产品，不少独居老人受限于经济条件往

往无力购买，因此，此次能得到赠送和终身

服务，老人和家属都感到十分高兴。

一位老人的女儿特别欣慰地说，平时

去探望照料母亲，不觉得听力下降有什么大

问题，然而，在前段时间封控期内却特别焦

虑。一方面，通过电话与耳背的母亲交流十

分不便，常常不清楚母亲的情况到底怎么

样；另一方面，因为听不清外界声音，导致母

亲不能及时准确了解疫情相关信息，容易对

疫情防控要求产生误解；同时，因为听不见

志愿者的敲门声，也不能及时接到微信群里

的提示，就怕错过核酸检测和物资发放，自

身也很焦虑。昨天下午，老人经过检测戴上

了助听器，这下可就方便多了。

两家爱心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正是因

为了解到部分独居耳背老人在封控期间受

到交流不便的困扰，因此萌生此次捐赠意

向。同时，唯听还为备受耳鸣困扰的独居

老人提供干预方案，为老人缓解由耳鸣引

起的听觉注意力和情感等方面的负面影

响，改善生活质量，降低阿尔茨海默病发病

风险，支持老人平稳度过疫情防控期，助力

疫情防控。 孙云

你能为残疾咖啡师经营的咖啡馆做点什

么？你能为上海的城市温度做点什么？先体

验一天，然后来决定吧！7月23日，上海市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携手梦工坊咖啡吧共同推出

“青少年公益助残咖啡之旅”项目，首期名额

50个一推出就被热情的中学生们秒杀，他们

将在为期20天的时间内，分批来到由浦东新

区辅读学校毕业生们运营的梦工坊咖啡吧

里，在残疾咖啡师们的指导下，体验一天的咖

啡师生活，帮助残障伙伴增加营收。未来，上

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还计划推出更多让青

少年参与体验的公益项目，让青少年们在梦

工坊等机构接触公益助残，通过设计公益项

目提升自我，实现残健融合。

梦工坊是一家在2019年由浦东新区辅

读学校的老师和家长共同创办的特殊咖啡

吧，店员都是该校的毕业生，虽然患有唐氏综

合征、自闭症等，但他们却在咖啡吧里自食其

力，展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经过三年发展，

梦工坊已有两家门店，员工增加到18人。

在一次实习中，WLSA上海学校的高二

学生王楚对梦工坊的残疾咖啡师们印象深

刻，了解到疫情给梦工坊经营带来的困难后，

他发起这项面向同龄人的公益助残计划，通

过筹集爱心企业的善款，设立专门项目，为青

少年提供了解残疾人、帮助残疾人的桥梁，并

希望通过首期项目种下公益的种子，让更多

同龄人加入到公益助残青少年领袖的队伍

中，给公益助残带来新的火花。

孙云

近日，2022年度长三角残疾人事业一体

化联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在线召开，分析长三

角残疾人事业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通报了2021年以来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

推进残疾人事业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成效，讨

论了2022年协作主题设想。会议进行了轮

值主席交接，轮值主席由浙江省残联正式交

接给安徽省残联。

三省一市残联聚焦深化拓展长三角残疾

人事业一体化战略合作主题主线，围绕残疾

人辅具一体化、残疾人就业创业合作、无障碍

环境建设以及残疾人共同富裕课题研究等内

容进行了交流。2022年，三省一市残联将按

照国家及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围绕《框架协

议》“五互”协作领域和本次联席会议议定事

项，进一步加大交流合作力度，各扬所长，协

同发力，推动长三角残疾人事业一体化更高

质量发展，迈出促进长三角区域残疾人全面

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新步伐。

孙云

他们不怕错过疫情信息了
全市150名独居耳背老人受赠150余万元助听器

▲ 为盲人按摩师走进园区展示按摩技能

▲ 特殊咖啡师在精心制作咖啡 孙云 摄

学生公益助残 实现残健融合

2022年度长三角残疾人事业一体化会议举行

“店里忙不过来？好的，我们这边忙好就抓紧回
来！”几天前的一个中午，在浦东新区秋月路上的张
江 ·矽岸国际（江空间孵化器）一楼大堂，感智盲人按
摩机构金科路店的店长马艳伟正在给午休的上班族
按摩肩颈，忽然接到同事从店里打来的求助电话。
忙完午休档，他带着几个盲人技师立即赶回店里开

工。和马艳伟他们一样天天忙得停不下来的，还有
不少残疾技能达人们。
自6月上海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以来，他们积

极走出店面主动出击，通过送服务上门，扩展市场区
域，试水新的推广形式等，克服到店客人减少等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追逐自己的创业就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