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年 $月
!%日，本报曾报道过上海市残疾人首
个钟表维修培训班开班的消息，最近，
上海市残疾人劳动服务中心传来喜
讯，残疾学员们经考核，获得国家钟表
维修初级资格证书的比例接近 %&'，
高于健全人参加同类执业资格考试的
通过率。与市钟表行业协会合作开展
钟表维修培训是市残疾人劳动服务中
心提升残疾人就业层次的一个尝试，
今年，中心还将与市园林绿化行业协
会、市木材行业协会木门专委会、市都
市型工业协会继续合作，构建残疾人
培训就业管理体系。
目前本市残疾人就业率虽然高于

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但也存在就业
层次不高的局面，这直接影响了许多
残疾人特别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残疾
人的就业意愿。因此，市残疾人劳服中

心希望与专业协会合作，通过精细化
服务，提升残疾人的就业水平。
在去年的首期尝试中，钟表协会

和园林协会先后开展钟表维修、园艺
设计和育种等方面的培训，帮助残疾
人成为有一技之长的紧缺型高级蓝
领。恰逢近两年国产品牌手表迎来大
发展，上海各钟表厂求贤若渴，在培训
班举行结业典礼后就赶紧来对接招
聘，目前，超过半数学员已与本区县的
钟表厂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持有初级
钟表维修证书的残疾人就业后，月收
入预计将达到三四千元，如继续进修
获得中级证书，月薪还可达到上万元。
今年，木材协会又为不同种类的

残疾人设计了木门结构绘图员、生产
管理、厂长等技术型中高级岗位，希望
能通过培训，实现残疾人的中高层次
就业。

与专业协会合作提升残疾人就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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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在全市 ($&

多万平方米售后公房中，没有电梯成
为困扰行动不便老弱病残居民的一个
难题。在汲取前期试点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方便居民上下楼的爬楼机服务
在沪试点范围将从 !&(!年的 )个区
扩大为今年的 *个区，分别是杨浦、普

陀、嘉定、徐汇、长宁和闵行。
!&#!年，上海市残疾人辅具器具

资源中心首先在徐汇、长宁和闵行 )

个区的 !!个居民区试点，将爬楼机
放置在社区居委会，由居委干部为需
要者免费提供服务，同时，接受居民
购买。这两种方式试行下来，效果都不

够理想。
一方面，居民出行前联系居委干

部前来操作爬楼机，往往需等待较长
时间，这影响了居民的使用积极性；
同时，居委干部也担心万一居民乘坐
爬楼机时出现摔倒等意外，分文不收
的义务服务反而会给居委会带来麻

烦。所以，居民预约使用的频次并不
高，导致爬楼机绝大部分时间都在
“睡大觉”。另一方面，一台爬楼机价
格高达 %万余元，即使是“低保”人群
可以享受优惠政策，自付比例仅
#&'，%&&&余元的费用仍打消了许多
人的兴趣。

考虑到这一问题，市残疾人辅
具器具资源中心今年计划以政府购
买第三方机构服务的形式，提供总
数 *! 台爬楼机进行试点。每台爬楼
机覆盖三五个小区，由居家养老养
护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居民需求移动
服务，既能更好地方便市民出行，也
能提高爬楼机的使用率；同时，将爬楼
机纳入重残无业人员的居家养护项
目，针对有长期使用需求的重残无
业人群，以租赁形式提供，而无需
其出资购买，既减少残疾人的使用
成本，也能借此扩大采购量，降低采
购费用。

爬楼机服务今年在6个区试点
重残无业人群可租赁 养护人员根据需求提供服务

! ! ! !今年本市将有 +! 名残疾大学
生从各高校毕业。上海市残疾人劳
动服务中心日前专门为他们开办了
一个求职培训班，开展就业形势解
析、职业定位、职业生涯规划等培
训，,-. 等企业还拿出实际工作岗

位进行模拟面试和点评。
据 ,-.人力资源高级经理萧刘

漫红介绍，去年此时 ,-.参加上届
残疾大学生求职培训时，在模拟面
试环节看中一名手部残疾的女大学
生，录用至今，表现很不错，,-. 希

望今年能在上海招满 )" 名残疾大
学生。这个消息在模拟面试现场引
起不小震动，不少家长和学生受到
鼓舞，希望全社会能更愿意平等接
纳残疾人就业。
本报记者 孙云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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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天早上，何俊看
见监狱民警颜晓红，就
着急地走上前，在她面
前张开自己的左手三根
手指，再伸出右手食指
架在左手手指上，比画
出一个“王”字。颜晓红
一下就明白了：“一定是
他同监房的王钢昨晚又
有情况了。”果然，何俊
打着手语告诉颜晓红：
“昨晚，王钢又想爸爸妈
妈了……”

拓眼界
颜晓红告诉记者，

她利用自己懂得手语的
特长，带动南汇监狱一
批民警学习手语，加强
与 *" 余名聋哑犯人的
交流，对这些特殊服刑
人员的改造起到积极推
动作用，许多原先在聋
哑人小圈子抱团甚至不
与任何人交流的服刑人
员发生了明显变化，情
绪更加稳定，改造态度
更加积极，监狱的管理
更加“润滑”、有序。
南汇监狱集中关押老病残服刑人

员，常年有几十名听语残疾服刑人员。
!""$年，南汇监狱调研发现，大多数
听语残疾人来自外地，文化程度较低，
少数人大字不识，连表格上的“已婚”、
“离婚”是什么意思也搞不清楚，还有
不少人不懂手语。
针对这种情况，从 (++*年开始自

学手语的颜晓红被作为特殊人才从女
子监狱请到南汇监狱，专门负责这个
特殊群体。有了她，开会、上课首先有
了翻译，大部分懂手语的服刑人员都
能“听见”台上教官的发言了，散会后

再安排专门场所，在静
悄悄的学习角里，让听
懂的人辅导其他人进一
步自学。这些学习让文
化程度较低的服刑人员
大大开拓眼界，更了解
大墙外的世界，也增进
了他们改造的积极性。

王钢刚进监狱时，
完全不懂文字和手语，
只能比划说自己童年时
被父母遗弃在火车上，
无法与周围人交流。他
平时像个机器人一样机
械地吃饭、睡觉，脸上没
有一丝表情。经过扫盲培
训，他学会了简单的手
语，与同监房的何俊成为
朋友，出狱时，他终于第
一次露出了笑容，让送
行的民警深感欣慰。

促交流
学习手语也增进了

民警与服刑人员的交
流，有利于加强管理和
改造。大墙内的手语有
许多特点，诸如“改造积
极分子”“减刑”“罚金”

等法律术语在社会上很少用到，民警
们为此动了不少脑筋，编写了一本含
有 /""多个词组和 *"多句话的监狱
常用手语教材，在狱中开展传帮带教
育，力争在年轻民警中普及。手语推广
后，聋人的许多特殊问题迎刃而解：患
胃病的人吃上了面食；出狱回乡的人
买到了火车票；不肯联系家人的人终
于愿意与家人对话了，还有服刑人员
在发现有人私藏药品后用手语向民警
报告，及时消除监管安全隐患，有效提
高教育改造质量。本报记者 孙云

（服刑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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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傍晚，初三女生陆静伟的父
亲老陆疲惫地回到家里，拿出 %元钱
交给 %/岁的老岳母。外婆提醒他小
声点，别打扰在屋里做寒假作业的陆
静伟，但她还是听到了爸爸的声音：
“这是今天去陆家嘴捡塑料瓶赚到的
钱。”她的心，抽动了一下。

母亲是精神残疾人，父亲是智力
残疾人，%/岁的外婆腰椎间盘突出，
$! 岁的外公一个月前摔倒骨折，至
今卧床在家……家庭的重担，让她柔
弱的肩头有些承受不起。幸好，还有
一些人在关心着她家，虽然其中的大
部分人与他们素未谋面。

外公骨折无力医治
!"(!年 (!月 )"日下午，兴家

残疾人子女义务辅导学校来了一对
祖孙，这就是陆静伟和外公蒋老先
生。因为全家五口的月收入总计才五
六千元，陆静伟虽然很希望将学习成
绩再提高一步，却无力请家教补课。
前不久，外公听说“兴家”义务为残疾
人子女提供家教，就费尽周折联系上
校长房金妹，慕名而来，还坚持要等
外孙女一起放学回家。

这天，气温跌破冰点，教室外的
走廊上也结了冰。第一节课还没结

束，教室外突然传来一阵呼救声，大
家奔出教室，看见蒋老伯摔倒在冰面
上，连声喊痛。

医生诊断蒋老伯系左股骨粗隆
间骨折，如进行手术两周后即可拆
线，但需自行承担最少四五万元的费
用。蒋老伯坚持不愿动手术，而是选
择忍痛回家，保守治疗，“反正我也老
了，就算将来瘸了也没关系。”

淮剧团送来爱心款
房金妹夫妇和“兴家”的老师一

直牵挂着只见过一面的蒋老伯。几天
后，他们拎着补品上门看望，蒋老伯
正躺在床上疼得不断呻吟。他的老伴
杨阿婆抹着眼泪说，摔倒当晚，老伴
疼得彻夜未眠，还不断腹泻，家人心
疼不已，却无计可施。之后，蒋老伯因
为卧床不能翻身，臀部血液不循坏产
生褥疮，疮口化脓。蒋老伯倒下后，身
体并不好的外婆不得不身兼数职，既
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看护女
儿女婿，买菜做饭，还要每天傍晚接
外孙女放学，忙得疲惫不堪。

在兴家学校第 %$期校报上，房
金妹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小文《我们
该怎么办》。本月 !"日，她家来了一
位老朋友———上海淮剧团导演何双

林。老何和同事们几年前曾排演过一
出反映兴家故事的淮剧《撼动生命》，
因此与房金妹结缘。

在校报上看到陆静伟和蒋老伯
的坎坷经历后，老何很受触动。他在
剧团新春团拜会上说起这件事并表
示打算捐款 ("""元，《撼动生命》剧
组的同仁和剧团其他几十名工作人
员纷纷慷慨解囊，不一会儿就凑足了
(万元。

辅导学业安排妥当
握着“兴家”老师转交的捐款，杨

阿婆感动不已，她说：“经济和生活上
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唯一希望的
就是孩子能再上一个台阶。”

陆静伟的身上，寄托着全家人的
希望，而她也很懂事。杨阿婆说，外孙
女知道家里没条件请家教，所以总是
放学后磨着老师请教，每晚要七八时
才能回家。陆静伟有胃病和低血糖，
路上饿得发晕时，才买点馒头、饼干
和矿泉水果腹。她希望自己今年夏天
能考上区重点高中。

寒假里，兴家安排了一位大三女
生义务辅导陆静伟，) 月开学后，也
会接纳她继续补课。

本报记者 孙云

初三女生家境坎坷 热心人士慷慨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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