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残疾人群体走出家门、
“无障碍”感受更丰富多彩的社
会生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越
来越多的人朝着这一目标走到
了一起。为盲人朋友读书，主
动学习盲文、手语，开展各类活
动打破残疾人与健全人的“隔
阂”……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为
残疾人群体搭起桥梁，帮助他
们走入多彩的世界。

申城，暖意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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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评书、热梗竞猜、法律知识

小讲堂、科普分享、传统文化……在

杨浦区靖宇东路睦邻中心，一个个精

彩的节目引得人们掌声连连、欢笑声

不断。每个月，都有一群来自复旦大

学的大学生走入社区、构思节目，热

情地与盲人朋友分享所思、所见、所

想、所学——这是复旦大学远征社

“盲友之约”项目与杨浦区盲协合作

开展的盲人读书会活动。

开拓盲人朋友了
解世界的多种途径

虽然被称为读书会，但是活动内

容不仅限于读书，影视、诗词、音乐、

时事……只要能帮助盲友们了解更

多知识，走进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都可以作为读书会的内容主题。当

然，志愿者们也会选取盲友们感兴趣

的书目，用舒缓的语气讲述书中主要

内容，并和盲友们展开交流。

“盲友之约”项目，是复旦大学远

征社八大常规项目中最年轻的一个

公益服务项目，开始于2017年9月，

旨在开拓盲人朋友了解世界的多种

途径，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世

界。“陪伴眼盲心不盲的他们看世界

——这是盲友之约最初的目的，至今

也一直是“盲约”项目的座右铭。”项

目负责人曾玉洁介绍。

最初，“盲约”活动主要落在线

下，除了开展读书会，志愿者们每个

月还会与盲人朋友结伴去公园、博

物馆、故居等地方游玩。盲友们也

很开心能够认识新朋友，一起交流、

分享。

近年来，“盲约”又开启了线上

活动。通过“盲友线上小电台”，志

愿者带领盲人朋友领略祖国各地

风光，走近歌舞诗文，为他们科普

生活中的知识与妙招……如今，线

上小电台的制作更加成熟，内容更

成体系，主题更为宽泛，文学、历

史、科技、健康、娱乐、地方文化等

兼容并包。“虽然手机上也有许多

很好的内容可以听，但是盲友们更

熟悉线上小电台的操作方式。听

着 熟 悉 的 人 的 声 音 ，他 们 倍 感 亲

切，也更有意愿去聆听。”杨浦区盲

协主席刘海燕表示。

去年开始，复旦大学远征社“盲

友之约”的志愿者们启动了“走进盲

友”访谈，去盲友家中与他们进行深

入交流，去倾听、了解他们的故事，感

受平凡中的微光。

“曾有一位视力残疾的阿姨从很

远的地方乘公交车坐了很久到社区

中心参加我们的活动。她说，对我们

的到来十分感动。其实我对他们的

到来也十分感激。”“盲约”志愿者、今

年在复旦大学就读大三的龚冰冰说

道，“虽然我们做的事可能微不足道，

但是我觉得这对参与进来的人来说

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他们坚韧

不拔和乐观的精神同样也深深感染

了我，与其说我们帮助他们，不如说

是一种双向的治愈。”

希望更多爱心
团体帮助盲人朋友
踏出家门，融入社会

对于视障人士来说，音乐是他们

感受欣赏艺术、感受世界的一个重要

途径。

每年，杨浦区盲协都会开展盲

人音乐会，邀请盲人朋友前来欣赏，

有时盲人朋友还会参与演奏。今年

10月中旬，“人声的温度与色彩”国

际盲人节阿卡贝拉音乐会在杨浦区

图书馆举行。一首首动听的歌曲，

如春风般轻抚听者的心房，温暖而

多彩。“盲友之约”的志愿者也参与

其中，引导和帮助盲友们熟悉场地、

体验无障碍阅读服务区。“我是第一

次参加这类音乐会，了解了阿卡贝

拉这种无伴奏的合唱形式，感觉耳

目一新。”参加音乐会的盲友张洁笑

着说道。

满足视障群体精神文化需求，也

是近年来杨浦区盲协的工作重点之

一。“杨浦区登记在册的6300名视力

残疾人里，50岁以上的有6000多名。”

刘海燕表示，这些盲人朋友的共性难

题是，要么没有子女，要么孩子不在

身边，有的夫妻两人都是盲人，因此

他们最需要社会的关爱，需要和人交

流，需要得到外界的一些信息。

音乐会、读书会、盲人游记征文、

联谊会、盲人板铃球……每年杨浦区

盲协都会想方设法与各方协作，举办

各种适合盲友参与的体育文化活动，

但对于辖区内的视障群体而言还是

不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爱心团

体走进我们、了解我们，也希望我们

的盲人朋友能够勇敢踏出家门，融入

社会，共享社会成果。”提及对未来的

愿景，刘海燕说道。

据了解，未来“盲友之约”的小伙

伴们还将继续与杨浦区的盲友们共

同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扩大

规模，与更多的盲友们交流、分享。”

曾玉洁说道。

携手，让他们的生活更多彩

不久前，在“非遗国粹特别呈现

——走进京剧的世界”专场直播中，上

海京剧院著名老生演员、上海京剧院

艺校教师曹晋带领残疾人朋友，跟随

直播镜头，走进位于徐汇区衡复历史

风貌区百年老洋房

内的上海京剧传习

馆，在这个传习京

剧技艺、传承京剧

艺术、传播京剧文

化的重要基地，感

受浓郁的京剧文化

氛围。这也是“嗨，

上海！”2024年上

海市残疾人云上文

化系列活动的最后

一场活动。

在这次沉浸式

畅游京剧世界的直

播中，曹晋在几座

展厅里面细数有着

珍贵历史价值的藏

品和照片。无论是

周信芳大师“麒麟童”艺名的由来等轶

事趣闻，还是虽有岁月痕迹却魅力依旧

的点翠头面、精美戏服，以及许许多多

记录艺海一瞬的珍贵历史照片，都通过

曹晋的娓娓阐述，让观众感受到了京剧

这一非遗国粹的精彩与深厚。

近年来，上海市残疾人云上文化系

列活动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扩大残疾人群体受

益面，直接受益人数累计突破70万人

次。同时，该系列活动不断创新载体和

手段，为残疾人群体带来与健全人同等

品质、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地位相匹配

的公共文化服务，着力实现“平等、参

与、共享”，不仅让残疾人在残健融合中

提升自我，更为残疾人创造了向全社会

展示自信自强精神的机会。如今，“云

上文化”通过架起沟通之桥、关爱之桥、

自信之桥，已成为上海残疾人文化服务

的一块金字招牌。

为了满足残疾人群体的不同需求，

今年，“云上文化”先后在东一美术馆、

捷豹上交音乐厅等文化空间，举办了

“纪念上海解放75周年专题讲述——

外滩：上海城市的钥匙”“七一特别策划

‘以祖国的名义’——抗美援朝老兵与

残奥运动员的红色对话”

“非遗国粹特别呈现——

走进京剧的世界”“走近

提香，在上海看世界”“复

兴路上为国当歌 声入人

心喜迎华诞——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主题音乐党课”等5场

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反

响。上海市残疾人文化

体育促进中心还与上海

交响乐团、上海图书馆读

者服务中心、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上海京剧院、上

海儿艺剧场、上海交通大

学钱学森图书馆等文化

场馆、专业院团签约共

建，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的能级。云上文化系列活动

也将继续创新形式和载体，为残疾人群

体带来更高品质的文化服务。

来自高校的他们与盲人朋友互相治愈

11月20日，“共享芬芳 共铸美好”中

国人保杯寻找最亮的星全国书画摄影巡

展颁奖活动在上海诺宝艺术中心举办。

相关巡展上海站同步启幕，80余幅获奖作

品将在上海诺宝艺术中心展示30天。

巡展活动以艺术为切入点，聚焦提

高残疾儿童、青少年平等参与、融合共享

能力，有效搭建了残疾儿童青少年文化

艺术展示平台。自启动以来，共收到全

国240家相关机构1900余幅作品，涵盖

国画、书法、摄影、素描色彩、儿童画五大

类。作者年龄最小2岁，最大18岁。参

展作品充满了孩子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美好未来的向往，展现着孩子们独特的

心灵表达、艺术感受和向上向善的能量。

专家组经过评审，评出一等作品10

件、二等作品15件、三等作品19件、优秀

作品50件，优秀组织机构10家。获奖代

表及指导老师表示，艺术是一种精神寄

托。巡展活动的举办，让作品有了更多

的交流展示平台，自己也得到了更多的

鼓励和支持，更坚定了继续创作的信心。

颁奖活动由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

传促进会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主办。活动现场，上海不靠谱

乐队、上海市残疾人艺术团、中国残疾人

艺术团带来了精彩表演。巴黎残奥会冠

军代表，书画摄影巡展优秀作品代表、指

导老师代表，上海市七宝小学学生代表

等200余人参加活动。

盲文是国家语言文字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帮助盲人更好融入社会的

关键方式和渠道。国家通用盲文的

推广使用，有利于维护视力残疾人使

用语言文字的权利，促进残疾人学习

文化知识、获取信息、社会交往的能

力，能够让他们能更加公平地参与社

会生活。

11月4日至11月7日，市残联教

就处联合市盲协共同举办的“2024年

上海市国家通用盲文培训班”在上海

诺宝中心开班，10个区的22位视力残

疾人与6个单位的8位志愿者参加了

此次培训班。

此次国家通用盲文培训内容丰

富，不仅包括盲文基础知识学习，如

认识盲文点位、掌握现行盲文和盲文

书写与摸读；还有国家通用盲文方案

解读，国家通用盲文研发和推广，国

家通用盲文分词连写、简写、省写等

内容。

培训现场，上海市盲童学校的老

师们仔细教学，耐心示范，一遍又一遍

指导和纠正学员使用正确的方法摸盲

文、写盲文。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掌握了国家通用盲文的声母、韵母、标

点符号的摸和写，并用盲文书写工具

在盲文纸上书写着自己的名字、盲文

数字，抄写诗歌等。“我们都是零基础

的，老师为了教会我们，嗓子都讲哑

了，来来回回地指导几十名学员，累得

满头是汗，水也顾不上喝一口。我们

如果不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不好好

学真对不起老师。”结业仪式上，不少

学员这样表示。

为了做好此次培训工作，市盲协

积极联系市盲童学校，共同研究并确

定了培训教材内容，精心安排课程计

划。市博爱盲文印刷有限公司加班

加点，为此次培训班的每位学员印制

了盲文版和汉字版教材，市盲童学校

为保证培训质量安排了3名教学经

验丰富的老师为学员们授课。各区

盲人协会积极宣传，动员有需求的视

力残疾人来参加此次培训。“这几天

我学会摸数字了，以后出门坐电梯进

房间都会很方便。非常感谢残联举

办这样的培训。”有学员表示，随着年

龄的增长，视力越来越差，看书看手

机太困难了，“这次有机会来学国家

通用盲文太好了。”

上海图书馆无障碍阅览室职员

则表示，参加此次国家通用盲文培

训，初步掌握了国家通用盲文知识，

也了解了盲人阅读和出行的不易，

“今后我们要着眼细节，更好地服务

于盲人朋友”。

还有一同参与此次活动的上海大

学学生也颇有感触：“之前学习过国家

通用手语，今天在这里又学习了国家

通用盲文。我会在上海大学国家语言

文字推广基地努力做好国家通用盲文

和手语的推广工作。”

“我学会摸数字了”

云上文化系列活动为残疾人群体带来更高品质文化服务

● 无以“轮”比 ·共驰人生残健融合轮椅跑开赛

11月10日下午，金山廊下郊野公园，

一场特殊的赛跑——“无以‘轮’比 ·共驰

人生”2024残健融合轮椅跑活动燃情开

跑。100名残疾人与健全人选手在相同规

则下操纵轮椅同赛道挑战轮椅跑耐力

赛。选手们有来自上海各大高校的在读

大学生，也有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残疾

人选手由各区残联组织选拔参赛。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指

导，上海市肢残人协会、上海市残奥委员

会、上海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促进中心、上

海教育电视台联合主办。东京奥运会

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获得者姜冉馨、巴

黎残奥会田径轮椅竞速400米冠军代云

强也来到现场为选手们加油鼓劲。

发令声起，选手们争相而出，操纵轮

椅驰骋在廊下怡人的景色里，开始了这

场激情如火又温情满溢的比赛。

活动发起人、上海市肢残人协会主

席金晶表示，举办本次活动是为了营造

和谐、尊重、包容的社会环境，促进残疾

人和健全人在一起分享体育运动带来的

健康与快乐。在她看来，这场活动不仅

是一场比赛，也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是关

于勇气与坚持、理解与尊重、爱与人生的

诠释，期待通过这一创新形式的推广，激

发社会各界对构建残健共融全面无障碍

社会环境的深切关注与广泛支持，共同

推动社会向更加包容、平等与和谐的方

向发展。

● 市“阳光之家”达人秀才艺大赛落下帷幕

以“迎着朝阳 ·相伴梦想”为主题的

2024年上海市“阳光之家”达人秀才艺

大赛，日前在徐家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启动决赛。

来自徐汇、虹口、杨浦、宝山、嘉定、

金山、松江、奉贤、崇明等9个区的14个

节目经过初赛、复赛脱颖而出，在决赛舞

台上共同呈现了一台精彩演出。每一位

参演学员都精神焕发，用最美的笑容、最

真实的情感，深深感染着现场每位评委

和观众。

嘉定区的器乐演奏《精忠报国》鼓声

铿锵，杨浦区的手风琴独奏《大中国》琴

声悠扬，宝山区的民族舞《乌兰巴托的爸

爸》、崇明区的皮球操《中国威武》等作品

都展现出学员们饱满的生活热情和活力

向上的精神面貌。

上海市“阳光之家”达人秀才艺大

赛，旨在为学员们提供展示自我、实现梦

想的平台。自达人秀活动启动以来，来

自全市各区的学员们积极备赛，一批优

秀的节目脱颖而出，涵盖了器乐演奏、舞

蹈表演、情景剧、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

展示了学员们的多才多艺和无限潜能。

●“寻找最亮的星全国书画摄影巡展”在沪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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