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天使主播”工作室正在播音去年底， 永康路上的 “熊爪咖啡

店”火了。当一只毛茸茸的熊爪从小小

的“洞”里递出咖啡的同时，也递出了

背后一个温暖的故事： 这家咖啡店的

店长是一位聋哑咖啡师， 用熊爪递咖

啡的店员则是面部烧伤者。 店铺的初

衷，是在分享一杯好咖啡的同时，帮助

残疾人士就业。

助残就业一直是上海残联的一项

重要工作。在新业态、新工种不断迭出

的今天， 一些有趣的职业也开始向残

疾人群体敞开大门。 在浦东新区残疾

人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 就有这样

一些特色项目。它们发挥残疾人所长，

帮助残疾人学习知识、掌握技能，为残

疾人自食其力， 走上属于自己的就业

创业之路提供了更多可能。

无声咖啡师

37岁的阿杰梦想就是做一名咖啡

师，但他有些与众不同———他的听力有

残疾。在浦东新区残疾人阳光职业康复

援助基地， 阿杰找到了实现梦想的途

径。去年 12月他来到基地，成为这里的

一名学员，经过近半年的学习，他不仅

掌握了梦寐以求的拉花技能，也锻炼了

自己的动手整理能力。从清洗器具到打

奶泡、拉花……做咖啡，阿杰早已轻车

熟路。不到 5 分钟的时间，一杯香气腾

腾的咖啡就能摆到台上。

2019 年，浦东新区残联引入知名

咖啡公司设计有针对性的咖啡师培训

课程，通过小班教学，细化课程内容，

培养“无声咖啡师”。 课程主要教授咖

啡豆鉴别及储存、咖啡机的种类、咖啡

机操作方法以及最核心的咖啡制作技

术，满满“干货”让零基础的学员也能

掌握专业技能。

今年 2 月份，阿杰顺利通过“手冲

咖啡”“心形拿铁拉花”考试，拿到了证

书。“未来想做一名真正的咖啡师。”阿

杰一边打着手语一边微笑。 在阿杰心

里，这是他打开新生活的钥匙。

天使主播

在浦东新区残疾人阳光职业康复

援助基地，除了咖啡培训，靠声音也能

实现就业。 2018年，浦东新区残联打造

了“天使主播”特色培训项目，培训内容

主要包括音频剪辑、播音技巧等，至今

已举办 2期，共培训了 50余名残疾人，

累计与喜马拉雅平台签约 6人，通过录

制素材、运营个人频道实现增收。

2020年， 浦东新区残联又联合喜

马拉雅共同创立集培训、录音、剪辑等

功能为一体的“天使主播”工作室，致力

于通过专业培训，打造一支由残障人士

组成的播音、主持、剪辑专业团队。

在浦东新区残联的支持下， 去年

浦东新区党建服务中心 “四史故事诵

读”活动中有近 10 篇稿件由这支以声

音为特色的团队担纲朗诵工作， 并最

终在“浦东党建”微信公众号上播出，

让更多人听到了这群“天使”的声音。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成

员们还开展了党史故事的录制工作，

用声音讲述红色故事， 传递红色革命

精神。

非遗绒绣

在基地的大厅里， 一位长相甜美

的女生安静地坐在绣桌前， 专注地刺

绣，针线在修长的指尖游走。 “我叫小

琼，在这里学习绒绣已经快一年了。 ”

如果不仔细看， 很少有人能注意到小

琼耳朵上的助听器，在这个“小玩意”

的帮助下，小琼能顺畅地与他人交流。

说到学习绒绣的原因， 小琼表示之前

有过绣十字绣的基础， 加上个人对绒

绣很感兴趣， 所以在专业老师的带领

下，她很快就能上手。

绒绣需要耐心和细心， 穿针、起

针、 练习走直线……基础操作的每一

步都需要十分谨慎，很适合听障人士。

对于正处于就业空窗期的小琼来说，

在基地学习是目前最好的一种选择，

既能静下心思考未来的职业规划，又

能学习一项新技能。

而对更多残疾人来说， 绒绣不仅

仅是一个兴趣爱好，掌握这一技能更是

帮他们找到了谋生的新路径。 据了解，

优秀的学员有机会参与绣制绒绣传习

所的作品，也能在各类活动中进行展示

或义卖。 近几年，浦东新区残联充分挖

掘非遗资源，联合洋泾绒绣传习所，吸

收未就业残疾人参与非遗绒绣培训

班， 残疾学员不仅体验了绒绣艺术之

美，也实现了相应的经济创收，在一定

程度上也拓宽了居家就业新渠道。

电子维修

帆帆是一位“90 后”男生，虽然肢

体有点障碍，但每周到基地“充电”，几

乎成为这位小伙雷打不动的习惯。 在

这里，帆帆正从一位电子维修“小白”

朝着“老师傅”迈进。 刚开始学习电子

维修的时候， 最让帆帆头疼的就是如

何分清螺丝的类别、 摸清电脑和手机

的结构。由于高度近视，帆帆需要凑近

才能仔细辨别零部件。 “所以我学得

慢，很幸运的是，老师非常有耐心，一

遍一遍地讲解。 ”

帆帆参加的培训课程是由浦东新

区残联委托上海锦子昌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开展的， 旨在帮助残疾人掌握一

技之长，实现残疾人更高质量就业，改

善残疾人生活状况。 根据残疾人的特

殊情况， 授课老师对整个培训课程作

了精心安排， 内容通俗易懂、 由浅入

深。 培训形式更是多样，采用“理论实

践一体化，手把手教学”的培训模式，

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想要

让残疾人拥有就业创业的能力， 就必

须让他们掌握一门过硬的技能。”经过

培训习得一技之长后， 多位残疾学员

自主创业，开办了手机电脑维修店，走

上了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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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汇聚起爱心
滋养“折翼天使”

“六一”当天，一批身着迷你志愿
者马甲的小小志愿者来到了上海市
第二康复医院的儿童病区。小小志愿
者最小的只有五六岁，他们这次的任
务是陪伴医院里一批特殊的孩子玩
游戏、做康复、读绘本。有了同龄人的
陪伴，医院里的小患者们脸上的笑意
也较往常多了几分，做康复训练都十
分配合，整个活动区充满了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

残疾儿童回归社会的过程中，社
会志愿者的参与是重要一环。 疫情期
间， 社会志愿者的招募却成为上海市
第二康复医院面临的一道考验： 如何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满足
残疾儿童亲近社会的需求？ 多年来的
党建工作为医院打开了解题思路———

通过党建引领， 院内的党员骨干充分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许多人下班后“刚
脱下白大褂”，便又“穿上志愿服”，走
到这帮特殊孩子的身边， 还有一些医
护人员将子女也“发展”成了小小志愿
者。 而另一边，通过党建联建，从三甲
医院的专家到附近社区的居民也纷纷
加入残疾儿童的照护队伍。疫情期间，

依托党建引领， 来自社会对院内残疾
儿童的关爱从未断流。

儿童康复是上海市第二康复医
院的专科之一，医院收治了 30 多个
躯体或智力上存在残疾的孩子。在院
里的医生护士眼中，“他们依旧是花
园里最脆弱娇嫩的花”，是“折翼的天
使”，更需要爱的滋养。志愿者的一个
微笑、一个拥抱、一次陪伴都可以给
到这些孩子心灵的慰藉，给他们的家
庭一丝希望。 基于这个初衷，医院成
立了“天使之翼”俱乐部，希望把来自
社会的温暖带给残疾儿童及其背后
家庭。 俱乐部成立以来，医院的党员
骨干纷纷加入其中， 有人统计过，仅
从医院内部来算，“天使之翼”俱乐部
的人员构成中党员占了超 9 成。 这
与医院对党建工作的重视不无关
系———上海第二康复医院自 2019

年起开始强化党建引领，通过党管人
才，先把党员发动起来，再把各级各
类医务人员发动起来，进而带动整个
医院的发展。今年以来医院更是结合
建党百年开展了贯穿全年的系列活
动。 在这股红色力量的推动下，院内
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了党性意

识，内涵休养得到提炼的同时，对于
工作、 公益活动的热情也显著提升。

医院每周五下午都会针对残疾儿童
开展一次爱心照护活动， 活动发布
后， 院内党团员报名都十分踊跃，甚
至需要抢名额。

借助党建活动， 更多的社会资
源也被引入医院帮助残疾儿童更好
地成长。 “六一”活动当中，来自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的
专家、 教授把讲座开到了儿童康复
病房，为残疾儿童的家长解疑释惑。

一些孩子不会讲话根源在于其认知
还未跟上， 听到讲话却不能理解意
思。 医院治疗师会给这些孩子做一
些语言前、偏理解的训练，但是家长
却不以为然， 坚持认为不会讲话的
孩子只需要锻炼发音。 医院通过活
动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言语科学方
面的专家， 从科学角度帮助家长层
层解析孩子不会讲话的原因， 家长
听了很受用，很多人后来理解、认同
了医院的训练。 而常年面对孩子躯
体或智力上的残疾， 许多家长也顶
着很大的精神压力， 所以医院又请
来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给家长做
一些心理上的疏导， 同时也帮助他
们更好掌握孩子的心理。

依托于党建联建，上海市第二康
复医院的志愿者也走出医院， 将爱心
服务辐射至周边社区。 医院所在的宝
山区淞南镇有一个面向智力残疾成年
人的“阳光家园”。每年暑期，医院的志
愿者团队都会接档大学生志愿者，为
“阳光家园”的智力残疾人士提供志愿
服务。 如今这项志愿服务已经固定成
为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医护志愿者的
主题党日活动。每次的主题党日活动，

志愿者们都会精心准备， 从智力残疾
人的需求出发，结合自身专业，为“阳
光家园”量身订制课程，比如，健康教
育课堂、抗疫知识讲堂，还开发了一些
做扇子、泥塑的手工课程，锻炼他们的
手部活动能力。 在提供志愿服务的同
时，医院志愿者团队也非常注意同“阳
光家园”沟通需求。听闻“阳光家园”的
孩子交际面窄，渴望表演舞台，医院专
门在新年晚会上为这批孩子预留了表
演时间。“阳光家园”的老师说，那是他
们的高光时刻。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张柳琼）

残疾人就业之路越走越宽
从“无声咖啡师”“天使主播”到非遗制作———

↑ 小小志愿者陪伴残疾儿童做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