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声文物修复师、残奥会冠军、在

1.3米视角记录城市变化的短视频作

者……他们冲破逆境，重拾阳光，用心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上海有

约60万残障人士，走近他们，会发现

很多这样闪闪发光的故事。

还有一群人，一直与残障人士同

行。在助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

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自身价值

的路上，孜孜矻矻，始终充满热情。

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录。他们，

都值得被看见。

精益求精，巧手
让文物获得新生

“等我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尽
可能参加公益活动，让残疾人了解文
物修复与保护的意义。我想通过自己
的行动来倡导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
去帮助更多残疾人，回报社会。”

一只“良渚文化菱形纹陶大口尊”

将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陈。让这件跨

越几千年的器物完成焕新、重回人们

视野的文物修复师名叫岑岭，是一名

90后听障小伙，毕业于上海视觉艺术

学院文物修复专业。他2021年进入上

海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

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古陶瓷修复技艺”团队成员。

岑岭由于婴儿时期高烧使用药物

过敏导致重度听力受损。他是戴着双

耳助听器长大的。家人坚持以健全人

的标准养育教导岑岭，带着他辗转求

医康复训练。值得骄傲的是，靠着比

别人多出10倍的努力，从小学到大

学，岑岭的学业全部在普通学校完成。

岑岭爱好广泛，最喜欢的是到全

国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打卡。看着

展馆里的文物、艺术品，他感到内心更

加丰盈。大学时岑岭选择了文物修复

专业，因为在他眼中，每一件文物都承

载着历史和故事，“是我们的记忆”。

所以在修复的过程中，岑岭总是尽可

能保留原有的历史痕迹，让大家感受

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毕业后，岑岭先在广富林文化遗

址工作，业余时间就修复破损的陶瓷

器练手，并把修复过程一一记录下来

整理成档案。后来，凭借过硬的专业

能力，他进入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

技中心工作。文物修复枯燥而精细，

对着一件文物，岑岭可以坐上一整天，

细细琢磨如何把手头的活干好，累了

就到楼下院子里活动一下。一件残破

的陶瓷要恢复如初，需经过清洗、拼

对、粘接、补缺、打磨、全色等多道工

序，每一步都要达到“差处不可容一

毫”的极致。“修复师是杂家，历史、美

学、书法、绘画、物理、化学都要学。”岑

岭深有感触。进入上博，他便拜在第

四代传人杨蕴门下。“师傅叮嘱我要做

知识型人才，不要满足于简单的修修

补补。”为此，岑岭多学多问、涉猎广

泛，每接手一件工作，都要事先查阅大

量资料，做足功课。几年下来，经他亲

手修复的文物已有20多件。

文物修复学无止境。岑岭说，自己

每天都和文物打交道，就像在和历史对

话，非常满足。未来会继续努力提高技

艺，传承传统文化、发扬工匠精神。

苦练技能，在法
院辅助岗位独当一面

只有让用人单位更直观地看到残
疾人的技能、潜能，看到他们对生活、
对就业的热爱和珍惜，用人单位才会
有更大的信心来接纳残疾人就业。

小小的阅卷窗口前，小王每天要

接待四五十人次。去年5月，她和同

为90后的小李一起走上了奉贤法院

档案室的外包工作岗位。一年过去，

两人在法院辅助岗位已经可以独当

一面。

手写登记、键盘检索、打印、手动

装订成册……没有右手，小王全程靠

左手单手完成这一套专业、高效的操

作。小王深知“阅卷室是法院的窗口，

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代表着法院形

象”，所以她非常珍惜这一岗位，苦练

各项技能，在对待老弱残当事人时，格

外用心用情。老李是名残疾人，由于

记不清案件的准确时间，担心查不到

卷宗影响后续买房过户，有些情绪激

动、语气焦急。小王立刻站起来安抚

老李的情绪，并引导他回忆“关键词”，

依照规定，一步步将当事人需求的材

料及裁判文书调取出来。拿到加盖专

用章的档案材料，老李十分感激：“没

来之前，我还担心材料不好找，没想到

档案室效率这么高，顺利解决了我的

大麻烦，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与小王一同上岗的另一名听障姑

娘小李，在电子卷宗采集中心负责材

料交接、卷宗扫描编目等工作。每天

平均扫描1500页诉讼材料、签收800

余件电子卷宗，小李的感觉是“不累，

而且很快乐”。“法院的工作氛围很好，

人员素质高，不论是法官还是领导对

我们都很关心，周围同事也很友善。”

近年来，上海各级残联加大对残

疾人高质量就业的帮扶，激励残疾人

参加专业学习，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

水平。越来越多的“小王”“小李”在残

联助力下，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

实现就业，在各行各业尽显身手。

“送法上门”，专
为残疾人撑腰做主

“援助不是施舍，残疾人虽然是弱
势群体，但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一样
活出了精彩的人生，这样不屈不挠的
精神，对我们是一种激励，这是一场责
任与爱的双向奔赴。”

“多亏了您啊吴律师，感谢您替我

讨回了公道！”这是近年来时常在吴金

平耳畔响起的话。2018年起，吴金平开

始为嘉定区全区残疾人提供包括法律

咨询、文书代写、案件代理、法律宣传等

在内的免费法律服务。无论是刮风下

雨还是烈日当头，他坚持每周一在区残

联法援中心值班，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咨

询，耐心倾听、悉心疏导，做残疾人的懂

法“老娘舅”。

婚姻纠纷、遗产继承、民间借贷、

劳资纠纷、交通事故……哪里有涉及

残疾人的纠纷，哪里就有他。

从2022年开始，吴金平通过嘉

定区残联公布个人联系方式，

开启在线法律咨询通道，为需

要法律咨询的残疾人提供更为

便捷、高效的咨询途径。有时

碰到行动不便的当事人，吴金

平还“送法上门”，入户进行法

律援助和调解，甚至多次主动

用自己的车接送受援对象及家

属往返法院参加调解、开庭。

凭借多年的从业经历，吴

金平不仅将法律条文烂熟于

心，还会做当事人的倾听者、调

解者和最信任的朋友。多年

来，他累计办理了近60起残疾

人法律援助案件，现场值班解

答问题超过500小时，因此获

评2018—2022年度嘉定区优秀公益

律师等多项助残工作奖项，是嘉定助

残事业中当之无愧的“法律之光”。

吴金平阳光维权工作室成立后，

吴金平以此为平台，在全区12个街镇

着力培养区残疾人“法治带头人”和

“法律明白人”，通过“手把手”带教，以

系统课程培养的方式，为各街镇的助

残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传授经验，为

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法律咨询、矛盾

化解、心理疏导等服务。同时，他长期

以工作室律师的身份进行普法工作，

向区内残疾人普及与宣讲重要法律法

规，从根源上减少因不知法、不懂法而

产生的矛盾纠纷。

帮助弱势群体，维护公平正义。

吴金平说，这是他当年选择法律专业

的初心。

填补空白,推动
中国手语研究向前
“走一小步”

“手语这门语言很有魅力，对于我
们认识人类语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同时，手语研究也是一项有社会
意义的工作。人总要做点有价值的事
情，手语研究还有许多空白，需要我们
不断挖掘和深入研究。”

走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倪兰所

在的中国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来访

者总能被这里的实验场地和设备所吸

引——和新闻直播间一样搭建的蓝

箱，这里就是可以进行手语研究和数

据采集的语言学实验室。

倪兰介绍，相较于其他语言学研究

方向，手语语言学的研究资料相对较

少，需要研究人员采集大量原始数据，

“虽然手语研究目前很困难，但是克服

这些，就可以做出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

的成果，就会推动中国手语研究向前走

一小步。”谈话间隙，倪兰从书架上取下

几本装订成册的研究生、本科生毕业论

文，无一例外都和手语有关。从手语的

语音、句法研究，到手语词汇的历史发

展，这些论文都为中国手语研究工作做

出了有益尝试。不仅如此，在倪兰的团

队里，学生们一边研究手语，一边学习

手语，甚至有人在毕业时可以陪着听障

人士到法院做义务翻译。

从2017年开始，倪兰在上海大学

开设了“中国手语文化”通识课，讲授手

语的语音、构词、语法结构等手语语言

学基础知识，还会邀请听障助教进行手

语示范，课程由于太火爆经常有学生选

不上。倪兰团队为这门课编写了配套

教材《中国手语教程》，在B站配套视频

免费播放，收获了十几万的浏览量，被

手语学习者奉为手语学习的“必修

课”。团队近期还出版了两套《中华经

典诗词（手语版）》，书中插图全部由听

障人士创作完成。在倪兰看来，诗歌是

一种文化建构，她希望让使用手语的听

障群体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为了更好地进行手语研究和应用工作，

倪兰带领团队建成国内首个国家通用

手语比对语料库，形成了包含8万多条

手语数据的语料库。“希望今后可以采

集更多地区的手势，丰富这个语料库，

也能够发挥这些数据的作用，为手语识

别技术、手语翻译、特殊教育的语言学

习提供更多支持。”

“早期我们做手语研究的时候，听

障人士在公共场合打手语都不很自

信。但你看现在，不仅是听障人士，就

是健全人也觉得打手语是一件很酷的

事。”倪兰希望社会更加包容“不完美”，

去努力发现每一个人的优势所在。“每

个人在人生中的某阶段，可能都是某一

方面的障碍者，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逐

步改变社会对残障者的偏见，也希望无

障碍能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标配。”

共同书写阳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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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幸运！”昨天下午3点半，曹

娟“抢”到了位于静安嘉里中心B1层

的最后一个大件寄件柜。宽 43厘

米、深42厘米、高81厘米的尺寸，她

放入22寸拉杆箱，再叠个朋友的旅

行袋刚刚好。

学编导专业的她与朋友结伴从成

都来沪观赏上海国际电影节各类佳

片，也趁机打卡城市热门地标。无奈

两人预订的酒店离晚上的影院较远。

于是，她从小红书上找到了这处免费

寄存柜作为折中点，“拉杆箱进电影院

不方便，这儿能帮我们看包”。

近期，上海节展、演艺、文博活

动精彩纷呈，在社交媒体意外带火

了“上海商圈行李寄存攻略”话题。

上海发布等公共服务平台上，近期

发布的《上海市重点商圈行李寄存

服务指南（1.0版）》公开了详细的寄

存服务信息，介绍了南京东路、南京

西路、陆家嘴、豫园、淮海中路、徐家

汇、北外滩、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等

8个重点商圈30家商场提供的行李

寄存服务。

静安嘉里中心，就是南京西路商

圈的一个免费的寄存点，这儿共计有

90个储物柜。寄存手续是否方便？

行李能否在此过夜？安全卫生如何保

证？记者昨天实地做了一番观察。一

小时时间内，前后有20余人前来寄

存，都是拉着拉杆箱来的年轻人。也

因此，大寄存柜比小柜更受欢迎，堪称

“手慢无”。

“工作日里，往往午饭后寄存的人

会多起来，可能是因为到了酒店退房

时间。节假日，一大早就供不应求

了。”静安嘉里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也将考虑设置更多的寄存点数

量，并与微信小程序、商场会员信息等

绑定，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放下吧，旅行轻装上阵

打开空柜子，放好东西，关上门，

然后在密码锁中设置专属密码，再按

“#”号就锁上了柜门。18岁的江一

瞿，刚结束了高考来上海玩。她说当

天刚退了房，再过几个小时，就将搭乘

动车回苏州。她和同伴全程跟着小红书

的“保姆级教程”找到寄存柜，“跟着攻略

走，不难找”。

静安嘉里中心的寄存柜“手慢无”，

是有理由的。“就在南京西路商圈，交通

优势太明显了！”静安嘉里中心的地下

直接接驳地铁2号线静安寺站，而2号

线又能直达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和浦东

国际机场。

静安嘉里中心连同寄存柜就这样火

上了小红书：“来上海记住这个位置，免

费寄存行李！”很多年轻人都像曹娟、小

江这样，循着社交媒体来找“隐藏福利”，

放下行李，轻装上阵。

来沪商务出差的李先生，带着厚厚

一摞纸质文件，背着文件四处逛逛委实

不方便，他选择了寄件柜；而身着汉服来

拍照的刘茜茜，说背着双肩包拍摄影响

美观，就先在这儿放一阵子。

越来越多游客就这样来到了静安

嘉里中心，享受行李寄存。“亏也不

亏！”嘉里（中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副总经理黄宁说，人气是相

互叠加的。前来寄存的消费者，也会

延长在商圈的逗留时间，“走过路过不

错过”。

曹娟与朋友寄存完行李累得气喘吁

吁，决定先喝点饮品，再吃个早晚饭。来

取行李的85后张玲，是带母亲、儿子来

上海旅行的，他们一家在静安嘉里吃了

午餐，下午给儿子买好玩具，自己又添置

了几件衣服，现在来拿寄存的大包小包，

赶往高铁站，踏上回常州的列车。

管起来，安全卫生优先

静安嘉里中心共有两处寄存柜，分

别位于北区二楼东厕所通道和南区B1

厕所通道，北区54个柜子，南区36个。

“因地制宜利用碎片空间，提供更贴心的

服务。”黄宁介绍，这项便民服务其实自

五六年前就有。彼时商场刚投入运营不

久，常见着拖着拉杆箱、大包小包来消费

的顾客。

而商场B1、B2层一些小而美的餐饮

人气最盛，一家店铺最大也就50余平方

米，巴掌大的地方，一个拉杆箱就能占据

一条过道，这饭怎么吃？于是增设了寄

存柜，大大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旅游体

验，也释放出更多消费潜能。

“使用寄存柜，你最看重什么？”面对

记者抛出的问题，前来寄存者给出的答

案前三位分别是：价格、方便找到且操作

便利、安全卫生。

“作为商场的一个公共区域，寄存柜

会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安全服务，同时在

区域内都有无死角监控。”黄宁说。记者

现场观察的一个多小时，也看到保洁阿

姨为使用过后的寄存柜消毒、擦拭。“一

天要擦好几次，没有特定频率，如果看到

使用的人多，就多擦几回。”

但是寄存者需要在商场营业结束

前，取走寄存物品。当营业时间结束后，

商场会统一清空寄存柜内的物品，转移

到他处，并拍照存档，“虽然还是会统一

暂管行李，但是有风险”，对于那些超过

30天且没人领取的行李，会及时转送到

南京西路派出所。

“未来还可以设置更多的寄存点。”

黄宁有了新设想，与小程序、商场会员

绑定。他也期待未来相关部门可以出

台相对统一的物品临时寄存规则，综合

寄存人和保管方的权责，对寄存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矛盾、自助存物的要求等予

以规范。

申城8个重点商圈  家商场提供行李临时寄存服务

外地客来沪观展看戏，卸下包袱惬意行
■本报记者 王宛艺

昨晚的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成为大型

复古蕾丝派对现场。6月19日至6月23

日，美国百老汇原版经典音乐剧《芝加

哥》会在这里连演八场。《芝加哥》昨晚开

启限定明星场活动，主演见面会、明星红

毯仪式、复古蕾丝派对等活动，加上专属

票根、纪念票夹、徽章等限定周边，以及

上海站专属纪念章，体验值拉满。

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芝加哥之月”的

帷幕就此拉开，在本轮巡演中，洛克茜 ·

哈特一角由莎拉 ·索塔特饰演，而另一女

性角色维尔玛 ·凯利则由贾伦加 ·斯科特

饰演，更有伦敦西区驻演版名角伊恩 ·凯

尔西倾力加盟。作为百老汇及伦敦西区

演出时间最长的美国音乐剧，《芝加哥》

1975年在“音乐剧巨匠”鲍勃 · 福斯、百

老汇词曲双雄约翰 ·肯德尔和弗雷德 ·艾

博的联合创作下，首次登上纽约46街剧

院的舞台。该剧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

在上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外表天真的

家庭主妇洛克茜 ·哈特和女明星维尔玛 ·

凯利犯罪入狱后，在巧舌如簧的辩护律

师比利 ·弗林的帮助下，最终逃脱死刑并

成为时代红人的荒诞故事。

《芝加哥》曾获得六座托尼奖、两座

奥利弗奖、一座格莱美奖、两座英国电

影学院奖等超过50项国际重要奖项。

充满讽刺意味的剧情、大胆的编舞和丰

富的爵士乐，烘托出上世纪初芝加哥纸

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奢靡氛围，释放着

“罪”与“欲”的人性交织。狂欢大秀般

的视听盛宴，则淋漓尽致地诠释了黑红

美学。节奏跳跃、旋律活泼的音乐是这

部音乐剧的一大亮点。开场曲《那些爵

士乐》是一首爵士风十足的歌舞曲，动

感欢快的曲风让观众宛若置身于上世

纪20年代的芝加哥。这首歌不仅对演

唱者有着极高的要求，还需演员具备出

色的舞蹈能力以展现角色的自信。而

唱段《监狱探戈》则将探戈风格与说唱

相融，六位形象鲜明、性格各异的女囚

犯边舞边歌，美艳、慵懒、性感与狠戾的

交错感迎面而来。

“本轮《芝加哥》中国巡演由保利独

家运营，这也是北外滩友邦大剧院继开

幕大戏《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之后，

引进的第二部英文原版音乐剧。”上海虹

口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秦体

记告诉记者，剧院自去年9月开业至今，

在短短9个月内共上演74台、151场演

出，吸引了超15万人次来到北外滩。未

来，这座“艺术珍宝盒”将持续为沪上观

众带来更多精彩演出。记者获悉，除了

《芝加哥》之外，中国原创音乐剧《消失的

她》将在今年八月上演。

百老汇原版《芝加哥》开启北外滩歌舞狂欢夜
■本报记者 姜方

6月19日

至6月23日，

美国百老汇原

版经典音乐剧

《芝加哥》会在

北 外 滩 友 邦

大 剧 院 连 演

八场。

（演出方供图）

静安嘉里中心B1层的寄存柜，寄存者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王宛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