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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国

一张单人床，一个简易衣柜，这是达迅快
递公司员工黄俊涛的宿舍。房间不大，却干净
整洁。如果不是被提前告知，很难相信眼前这
个爱干净、做事麻利的青年是一名聋哑人。

和黄俊涛一样身患聋哑的残疾人士不在
少数。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听力语言残疾居视
力残疾、肢残、智残等五大残疾之首，为 2057万
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1.67%，其中 7 岁以下儿
童约为 80万人。

靠双手养活自己

今年 19 岁的黄俊涛是重庆巴南区安澜镇
永寿村人，2岁时，家里人发现他仍不能开口说
话，跑遍各大医院检查出来的结果让人不敢相
信：由于舌头功能障碍，黄俊涛只能听，不能
说。家人多年来带他四处求医仍无果。

2017 年，因为身体原因，黄俊涛在读完特
殊教育职业高中后，不得不停止学业。正当家
人为他就业发愁时，镇上为他安排了捡垃圾的
公益性岗位。“他很勤快，每天天不见亮就起
床，提前到岗。”黄俊涛的父亲说，虽然辛苦，但
只要能有事做，还有工资，一家人都很满足。
但担心这份工作难以持续的家人也一直试图
为黄俊涛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也就在那时，黄
俊涛如今所在公司的总经理李辉找到了他们。

一开始，他们不知道孩子去公司能干什

么，会不会被人欺负。但是为了让他有个好出路，
他们同意黄俊涛去公司，并且告诉李辉，如果做得
不好，随时可以“退回来”。

就这样，黄俊涛成了一名快递分拣员，每天完
成 3个时段的工作，分拣 1000多件快递。刚开始，公
司里也有质疑的声音，担心黄俊涛因为交流不畅影
响效率。但自从去年 5 月上班以来，黄俊涛还没有
出过错。如今，黄俊涛每月有 2600 多元工资，这让
他很满足，也更加自信。

同样生活在重庆巴南区的赵露今年 22岁，小学
时意外从楼梯摔下，失去了听力。2006 年，他被家
人送到了特殊教育学校。2016 年毕业后，赵露先后
干过按摩，在机械公司做过普工，今年又来到重庆
锦晖陶瓷有限公司做贴花。

“从一个健康人突然进入无声的世界，最初觉
得老天不公平，长大后也明白了，改变不了就慢慢
接受。”赵露通过发信息的形式表达道，他现在有了
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每个月工资 2800元。

“虽然听不见，说不出，但我们还有手。”赵露现
在每天 6点起床，晚上 7点下班，一天工作 10余个小
时。当问到累不累时，赵露表示：“不怕苦，也不怕
累，得多赚钱养儿子。”在赵露看来，虽然他是聋人，
但也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同样可以幸福生活。

聋哑群体人数多，难就业

与正常人相比，听力语言残疾人士因缺乏对外
界的感知，交流不便，工作、教育和婚姻等都会受
限，不少工作无法完成，多数企业无法为其提供合
适的就业岗位。

对此，赵露也表示，对于他们这类特殊人群，工
作机会少。此前他也干过几份工作，但都不如意。

家住重庆大渡口区的王华（化名）的妻子是一名
聋哑人，夫妻二人都是建筑工人。“妻子的聋哑是先
天性的，我们都快 30岁了，但不敢要孩子。”

王华说，由于妻子听不见、讲不出，一些工友当
着她的面说了难听的话，妻子听不见，看到对方的表
情是笑着的，以为是好话，也跟着笑，那些人就笑得
更开心了。“我都气炸了，和他们发生过几次冲突，后
来是工地的负责人从中协调才解决。”

记者了解到，对于聋哑人士来说，他们在生活中
常会面临异样眼光，不少人都是单身，而有伴侣者，
夫妻二人也大都有残疾。此外，由于难找工作，不少
人要靠家人才能维系生活。

“残疾人找工作难，聋哑人找工作更难。”重庆市
残联的一位工作人员坦言，目前大部分聋哑人都处
于无业或失业状态，即使成功就业，工作内容也简
单、枯燥，工资较低。同时，社会的部分偏见、歧视，
也让残疾人和其家人更易受挫，因此发生的肢体冲
突不在少数。

让聋哑人“听得见、说得出”

“无法正常沟通交流是聋哑人群体面临的最大问
题。”参加关爱残疾人活动多年的赵科认为，要让聋哑
人生活得有尊严，就要让他们“听得见、说得出”。

赵科现在是一家超市老板，父亲在他 10岁时意
外损坏声带，丧失了语言功能。“父亲本是老师，由于
有口说不出，只能辞职，现在帮我看店。”赵科回忆
道，印象中，父亲只在他初二时去开过家长会，且全
程保持沉默。“他想问问老师我的情况，但是又怕通
过比划老师看不懂，也怕让我丢脸。”赵科坦言，小时
候确实不想让别人知道父亲是聋哑人，但后来，他发
现与父亲一样的人还有很多，甚至有不少人不仅说
不出，更写不出。

他告诉记者，去年一位聋哑人到他的超市买东西，由
于找零时粗心少找了钱，当时没细看的顾客过了几分钟
跑了回来，嘴里不停地咿咿呀呀，显得很焦急。“他将买的
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把钱铺开，我还是没明白，直到父亲
来了后，才弄清楚是少找了他的钱。”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更加感到父亲不易。
所以我开始跟父亲学手语，经常参加公益活动。”赵
科表示，虽然个人力量微不足道，但他相信，未来越
来越多的聋哑人能更自如地交流、沟通。

有专家表示，虽然近些年来，聋哑教育得到极
大提高，但基础教育仍很薄弱。学校课程注重应
用，对于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聋哑生来讲远远不
够。很多学校未开设政治、历史等课程，学生缺少
一定基础知识。因此，要进一步完善针对聋哑人
的特殊教育，提高教育水平。同时，在促进残疾人
群体就业创业方面，应给予更多扶持，让更多企业
愿意接纳残疾人。

全国政协委员高晓笛建议，普及耳聋基因检
查知识，从源头上降低聋哑儿童出生率；继续重视
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让聋哑人都有接受良好教
育的机会；帮助聋哑人灵活就业，对聋哑人创业给
予政策扶持；继续规范、培养手语翻译队伍，让聋
哑人不再“有口难言”。

“听不见，说不出，但我们还有手”
——四名聋哑人士的务工生活

本报记者 李昱霖

一辆电瓶车，一部手机，不能用语言与顾
客沟通，只能用手语或手机短信的方式完成送
外卖的任务……

在河北保定有一支由 7 名聋哑人组成的
“无声外卖团”正感动着周围不少人。

“你怎么一声不吭”

“咚咚”，午夜，聋哑骑手杨波轻轻叩响了

订餐顾客的房门。半分多钟，没人开门。再次轻
叩，仍不见屋内有人出来。送餐前，杨波已经通过
手机给对方发了短信：“我是外卖送餐员，由于听力
障碍不能打电话，我在你家门口，请您开门。”

杨波又一次叩门时，突然屋门打开，一个 30 岁
左右的男子手举菜刀冲了出来，气冲冲地向杨波喊
叫着。杨波迅速后退，赶紧举起手中的餐盒。拿刀
男子怔了一下，似乎突然明白了眼前的状况，放下
刀，尴尬地笑了笑。

5月7日，通过儿子的“翻译”，杨波用手语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在送外卖时经历的“惊险”一幕：那人没看到

短信，不知道他是聋哑外卖骑手。问了好多声，没听
见回应，所以才举刀冲了出来。

这次经历后，杨波又多了一条送外卖的经验：如
果顾客在自己发出短信后未回应，他会求助小区里
的人，用自己的手机提前打电话。

因为无法和顾客正常进行语言交流，这样类似
的“误会”，“无声外卖团”的成员都多少经历过。

聋哑骑手、30 岁的李保财说，他有几次都是在
门外等了 10 多分钟，顾客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
怎么一声不吭啊？

无奈的“差评”

用户评价是公司考核送餐员服务质量好坏的一
个重要指标。“我没有得到过差评，是 4 个送餐又好
又快的人之一。”提起这点，杨波颇有些骄傲。但并
不是所有聋哑骑手都像他一样幸运。

李保财今年前4个月共1031次的送单记录中，有
100单获得评价，其中差评率 1.8%。他告诉记者，一
次因为顾客填写地址不准确，只得求助小区居民帮忙
打电话，在他人的帮助下才找到。加上中午高峰期，
坐电梯又晚了两三分钟，顾客不满意，给了他差评。

“我当时很沮丧，但不能表现出来，只是鞠躬
表示了歉意。”说起这些，李保财无奈地笑了笑。

“毕竟是我送餐晚了。我也没时间多想，还得继续
送下一餐。”

去年，李保财共获得159个评价，其中满意150个。
他所在外卖平台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很好的记录。

常和“无声外卖团”打交道的餐厅经营者李芳
说，不少订餐者会写错地址，增加了聋哑外卖小哥的
工作难度，他们只能求助他人才能联系到顾客，无形
中耽误了时间。而这往往也是他们得差评的一个重
要原因。

“这些聋哑骑手太不容易了。”李芳说。

用辛劳付出养活家人

骑手李聪因儿时用药不当，双耳失聪。今年
32 岁的他，孩子已经 8 岁。送外卖时他也受过委
屈，但在采访过程中不愿向记者提起，而是用手语
讲述了一件让他记忆犹新的温暖小事。

去年冬天，李聪为一名女顾客送餐时提前 15
分钟敲响了房门。得知他是聋哑人，女顾客用手
语向他表示了感谢。“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个情景，
我的心情就会立刻好起来。”李聪告诉记者。

“无声外卖团”成立于 2017年，组建时有 13个
人，人员来自重庆、江苏、上海、河北等地。到今年
4月，团队还有 7个人。每天 10点，“无声外卖团”
开始接单，很多时候顾不上吃午饭，到下午 3点才
能休息一会儿，简单吃点东西。休息时还要紧盯
手机，不能错过任何订单。

据了解，“无声外卖团”平均每人每天送餐 30
单左右，比其他骑手少 20 多单。但是在路上，他
们更有自信，感觉自己“和正常人没什么不一样”。

李保财从 16岁开始四处打工，在建筑工地搬
过砖，在企业当过操作工。“我们一般找不到好工
作，没黑没白地干，工资还低。”李保财告诉记者，
这两年他又换了一家企业，闲暇时当外卖骑手。

除了准备成家，“我妈年纪也大了，我要攒些
钱给她养老看病用。”李保财告诉记者。

杨波最高送餐纪录是一天 47 单。那天下大
雨，很多骑手不愿意接单。而天气不好时，骑手每
送一单都会有补贴。为了多挣钱，杨波一天内换
了 5次电瓶，直到晚上 10点，才全身湿透地回家。

满脸的笑容，深深鞠躬表达的歉意，这些外卖
小哥每天都在用行动感动着周围的人。

“我们和正常人一样，用勤劳养活自己和家
人。”杨波说。

每人每天送餐约30单，在路上他们充满自信

无声外卖团：“我们和正常人没什么不一样”

本报记者 卢 翔
本报通讯员 任德志

走进餐厅，没有熟悉的“欢迎光临”，迎上前
的，是温暖的笑容和热情的招手。初来这里的
客人大都会惊讶：为什么服务员都不说话？

5月 5日，记者走进了这家位于南昌滕王阁
旁的“无声餐厅”——聚福堂。墙壁和餐桌贴着
如何点菜的提示，除了厨师和前台，10 名服务
员全部是听障人士。

工作送来最好的礼物是自信

晚上8点后，客人散去，服务人员得了空闲，
坐在一起比着手语聊天。负责餐厅日常打理的
万雪华也在其中，她是服务人员和客人之间的

“翻译”，对于聋哑的他们来说，万雪华就像“家
长”一样。

“聋哑人要怎么和顾客交流？自己要怎么和
聋哑人交流？”回想当初，万雪华还记得心中的忐
忑。她当时没有想到这样的餐厅也可以被经营得
井井有条。“开始的前半年，我几乎每天嗓子都是
哑的。”万雪华说，因为有听力障碍的他们听不见
客人呼叫，但她能听到，特别忙的时候，只能扯着
嗓子喊，向他们示意。

“他们以前待业在家，或是打杂工，从来没
做过餐饮服务，不知道如何开酒瓶、摆菜，我只

能趁客人少时，用纸条写下来教他们。”万雪华告诉
记者，因交流障碍，聋哑人的理解和学习能力相对较
弱。好几次她累到想放弃，但看到他们认真的脸庞，
她还是坚持了下来。

今年 40岁的聋哑人胡艳性格十分开朗，也已经
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她告诉记者，工作送给她
最好的礼物就是自信。

创办初衷为助聋哑人就业

餐厅创始人陈先生说，他的初衷是想要帮助、探
索聋哑人就业，让更多人接触、了解聋哑人群体。

2017 年，陈先生在北京看到一家聋哑人餐厅，
服务员虽不能交流，却能独自完成点菜的所有流
程，这让他产生了在南昌也开一家“无声餐厅”的
想法。

回到南昌后，陈先生联系当地残联，招用 10 名
聋哑人做餐厅服务员。但一营业，陈先生便发现了

诸多问题：由于听觉受限，他们常会摔坏餐具，且与
顾客沟通困难，导致一些顾客会选择离店。

但陈先生没有放弃，他购置了平板电脑，顾客通
过电子设备点餐；每张餐桌设置按铃，和服务员的手
环连接，顾客只需按铃，手环便会振动提示。

从开业之初的窘迫，到如今熟练地接单上菜，这
些聋哑服务人员用自己的耐心和爱心，换来了与顾
客间的理解和默契。他们的脸上时刻挂着微笑，仿
佛在告诉身边的每个人：我也可以。

希望复制更多“无声包厢”

记者采访当天是员工陈小燕和周婷的生日。夜
幕降临，捧出备好的蛋糕，暖黄的烛光映在脸上，大
家一起为她们庆生。没有生日歌，在周围人开心的
笑容里，两个女孩许下愿望，激动地和大家拥抱。

31 岁的陈小燕来自抚州市南丰县，从餐厅营业
开始就在这里工作，凭借努力成为餐厅服务主管。

29 岁的周婷是个漂亮活泼的女孩，在这里，她找
到很多朋友，不再感到孤单。

“餐厅熟客多，忙的时候，顾客会自己拿碗筷。
有时员工做错事，客人也不会责备他们。”陈先生说，
他很感激餐厅的顾客，他们的举动让员工更有自尊
和自信。

陈先生表示，“我正在和烹饪协会沟通，想在
其他酒店推广‘无声包厢’，招用聋哑员工，探索出
一条可复制的聋哑人就业道路，让他们也可以靠
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残疾人就业一直是社会的难题，尤其对于聋
哑人而言。‘无声餐厅’是积极有益的探索，不仅帮
助聋哑人就业，也极大改善了聋哑人的身心健
康。”南昌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李林
表示，对于残疾人群体，南昌市总工会也会给予更
多关注和关心。“我们不仅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
关爱，也要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顾客电子点单，服务员通过手环振动接收提示

南昌“无声餐厅”的就业探索
工会人士表示，此举不仅帮助了聋哑人就业，也极大改善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倾听倾听倾听”””外来工的无声世界外来工的无声世界外来工的无声世界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不为人注
意的群体，他们听不到悦耳的声音，也无法像
正常人一样轻松对话，每一个寻常的日子对
他们来说都是无声的。教育、就业、交友……
他们可能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碍，但这并

不妨碍他们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勤劳的双手努力生
活。工作让他们拥有自信，靠双手养活自己和家人
可以很快乐，遇到的委屈和困难更需要他人的理解
和尊重……

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工人日报》记者到多地
走访患有听力语言障碍的外来工，“倾听”他们的人
生故事，了解他们的打工生活。

编者按

重庆聋哑人协会秘书长雷鸣为聋哑儿童讲述
人与自然的故事。 史建恩 摄

骑手李聪和李保财在一家餐厅外等候接单。 本报记者 李昱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