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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人就医 难在沟通
“聋人看病，最难的不是病，而是沟通。”

普陀区人民医院社工部主任徐静娟说道。不

少聋人患者的文字表达词汇有限、语序混乱，

不容易看懂，他们也不太能理解医护人员写

的医学术语。这种沟通障碍，直接导致聋人

患者习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直到病情严

重才来医院。

据统计，上海市持证听障残疾人近9万，

普陀区有5000多人，他们的就医需求亟待关

注。2018年，在区残联支持下，普陀区人民医

院开出助聋门诊。通过微信群预约，志愿者

和手语翻译可全程陪同完成挂号、检查、取药

等流程。“许多聋人特意等到周三就诊，高峰

时段半天需服务近40人，我们几乎顾不上喝

水休息。”志愿者孟庆炜介绍。医院还开辟绿

色通道优先检查配药，部分科室预留专属号

源以提升效率。

助聋门诊 温情时刻
在助聋门诊，每个患者背后都有一段令

人动容的故事。一位年轻的聋人母亲因不明

原因的胃痛，独自带着刚满月的婴儿，从外地

辗转来到上海求医。志愿者了解情况后，立

即协调急诊科优先为她做检查、安排输液。

“她一个人带宝宝，太不容易了！在她就诊的

时候，我们就帮忙照看宝宝，给孩子喂奶。”孟

庆炜说。

还有一个糖尿病足患者，溃烂的伤口深

可见骨，却因轻度智力障碍未被家人好好照

顾，长期得不到妥善治疗。志愿者每周陪他换

药，将近一年伤口才痊愈。“现在，他即使不看

病，每周三下午也会来门诊大厅坐坐，用手比

画着跟我们打招呼，就像见到朋友和亲人。”

徐静娟说，“每次看到他笑着比画‘谢谢’，虽

然无声，对我们来说，却是最温暖的回响。”

志愿力量 搭起桥梁
助聋门诊的核心力量，是专职手语翻译

边海桢、边海芳兄妹。因为父母都是聋人，他

俩深知聋人就医的痛点。“其实手语也有方

言，很多聋人看不懂标准手语。”边海芳解释

道，“我们的手语更贴近他们的日常表达，所

以他们也更信任我们。”在助聋门诊，兄妹俩

不仅要翻译医生的诊断，还要解释复杂的医

学术语，甚至要安抚患者的情绪。“手语翻译

不仅要精准，更要理解聋人的需求和感受，这

决定了服务的温度。”边海桢补充。

由退休人员、医学生及受助聋人组成的

志愿者团队是助聋门诊的另一重要支撑。曾

在此就诊的志愿者陈淡柳，如今每周三都来

协助初诊患者挂号取药，用熟练的手语缓解

他们的焦虑。据了解，这里所有的志愿者上

岗前均需接受基础手语培训，团队还每周组

织技能强化学习。“手语如外语，需持续练

习。”一位医学生志愿者说，“在这里，我不仅

学到了手语技能，更感受到了助人的快乐。”

人员紧缺 新的挑战
6年来，助聋门诊累计服务聋人患者4000

多人次，参与志愿者近2000人次。但随着口

碑传播，新挑战也接踵而至。

最紧迫的问题是人员短缺。“我们每班需

要2名专业手语翻译和8名志愿者，现有80人

团队的绝大多数人都早已过了退休年纪。”手

语翻译需长期积累医学知识和表达习惯，培

养周期漫长。徐静娟告诉记者，“有时遇到非

特殊门诊时段聋人病患来看病，还要远程求

助两位手语翻译老师。”

信息壁垒则是一个隐形障碍。聋人群体

主要依赖口耳相传获取信息，部分人甚至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尽管通过媒体和社区推

广，仍有许多患者不知晓这项服务。边海桢

建议开设手语电视频道或在公众号嵌入AI手

语翻译功能。此外，家住郊区的聋人患者因

交通成本太高，常常只能被迫放弃或忍受沟

通障碍在普通门诊就医。

聋人看病不仅是医疗问题，更是社会问

题。徐静娟说：“助聋门诊不只是看病平台，

更是聋人融入社会的‘精神驿站’。如何让更

多人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让助聋门诊的

模式在更多医院推广，都是亟待解决的问

题。”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助聋门诊不再是一

个特殊的存在，而是每个医院的标配。聋人

患者不再因为沟通障碍而延误病情，他们的

“无声世界”也将被更多人听见和理解。

本报记者 解敏 实习生 齐媛博

6年来普陀区首家助聋门诊累计服务患者4000多人次

无声就医路，一个星期三的约定

本报讯（记者 左妍）

昨天，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

森兰小学2025学年春季学

期开学典礼上，上海市浦东

新区公利医院健康促进办

公室曹黎静医生受聘为健

康副校长。这是浦东新区

首次由三级综合性医院专

家担任小学健康副校长，标

志着医校合作迈入新阶段，

也为“健康校园”建设注入

了专业力量。

曹黎静在开学典礼上

说，此次受聘是“从医疗场

景向教育场景的延伸”。她

表示，担任健康副校长后，

将发挥医疗专业优势，协助

学校完善健康教育体系，探

索“家庭—学校—医院”联

动的健康管理模式，让孩子

们成为健康生活的倡导者

和实践者。

2024年，在浦东新区科

学技术协会的指导下，浦东

新区科学技术普及志愿者

协会携手公利医院“浦公

英”科普品牌，为小学生群

体专项打造的12节健康素

养提升课程——“浦公英 ·

我是健康小管家”在明珠森

兰小学开讲。“浦公英”青年

讲师团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将健康知识融入学生日常

学习生活。通过健康知识问答、小实验等形

式，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孩子

们在参与互动中不仅学会了如何科学搭配营

养、合理运动等知识，还掌握了基础急救技

能，并把一些简单的医疗技能带回家，为家中

长辈把脉听诊，传递健康理念。

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校长马宇萍指

出，此次健康副校长的聘任，旨在通过医校协

同构建“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文化”的

全链条教育生态，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从课堂互动到家庭、社区实践，青少年健

康教育的边界正不断被重塑。曹黎静表示：

“健康科普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生命观的

塑造。为了让孩子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和家庭的健康小管家，我们将持续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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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在最艰难的年

代，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大师依然能够克服种

种困难，为中国古建筑保护作出如此重大的

贡献，让我感到非常震撼。”昨天下午，华东师

范大学第一附属初级中学的卢亮瑜同学参观

“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后感慨

不已。开学伊始，学校将美术课堂搬进虹口

区滨港商业中心趣看美术馆，让同学们在展

览中探寻中国古建筑之美，感受梁林两位大

师的家国之情。

“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展

出了近400件珍贵文献。其中，梁林夫妇的

《营造法式》手稿与测绘图是首次公开展出。

同学们走进展厅，近距离观察中国古建筑“独

乐寺”“佛光寺”的建筑模型，探究中国古建筑

所独有的“斗拱”结构之美。

得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

日，正是梁林两位大师发现中国现存唐代建

筑“佛光寺”之日，他们打破日本学者所谓中

国没有唐代建筑之说，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同学们激动不已。这堂课不仅激发

了大家对中国古建筑的探究热情，更坚定了

同学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之心。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乘坐”苏州河的
游船、穿梭上海地标的大巴，来到田野考古现

场，进入策展布展空间，在田野考古现场挖掘

文物碎片、在显微镜下鉴定文物、在古船里模

拟打捞文物……昨天，同济大学附属澄衷中

学200余名学生走进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古代

文明探索宫，在博物馆里开启“开学第一课”。

此次活动是“红途学苑 ·上博大思政课”

迎来的第一批学校团队，以上博东馆古代文

明探索宫为探索原点，利用上博东馆现有展

厅资源，挖掘教育内涵，让广大青少年更好

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博东馆的古

代文明探索宫是面向6—18岁青少年、中小

学在校学生和亲子家庭打造的以探索式、沉

浸式、互动式体验为特色的“展教结合”型探

索空间，馆内设置了小小考古学家、小小修

复师、小小研究员、小小策展人、小小创意

家、小小讲解员六个博物馆职业体验项目和

十余个互动项目，并推出了《博物馆里的“四

季”》《古人雅集剧本研学》《“长江口二号”古

船揭秘》《“田野考古”模拟体验》四场现场互

动教学课程。

美术馆里问大师栋梁

博物馆里探新知访古

■ 老师在趣看美术馆向同学们展示中国古建筑的精巧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澄衷中学学生在上博东馆体验如何拼接“文物”碎片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2月的一个周三下午，上海普陀区人民医院门诊大厅里，一场无声的特殊
对话正在进行：一位聋人患者用手语急切地比画着，脸上写满焦虑，站在对面的
助聋门诊专业手语翻译迅速将她的意思传达给导诊台：“她已经连续多日胃痛，
昨晚开始发烧。”志愿者立即帮她取了对应科室的号。

这里就是普陀区首家助聋门诊。6年来，这条专为聋哑人群体开辟的绿色
就医通道，不仅改变了聋人的就医困境，更架起了他们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在
这条无声世界的就医路上，有着许多未被看见的艰辛与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