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海凤凰
医疗设备公司
近日向市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
捐赠总价值 !"

万元的残疾人
辅助器具，包括
各种新款轮椅、
拐杖、助行器
等。双方还签订
长期捐赠协议，
以这次捐赠为
开端，长期资助
残疾人。

本报记者
孙云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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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团队专业管理
原先，残疾人的特殊艺术局限在一个小

圈子里“卡拉 #$”，水平始终不见提高。
%""&年底，市残联成立残疾人合唱团，

交给上海爱乐协会托管，从此发掘出一条业
余团队、专业管理的道路。之后，市残联又组
建新苗舞蹈团，由东方韵舞蹈专修学校托管。

这条路也被各区县残联借鉴。%"'"年，
嘉定区通过残疾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将
嘉定区阳光艺术团交给上海东方明珠残疾人
艺术团托管，(年来，陆续组建轮椅舞蹈队、
萨克斯乐队、合唱队等。
今年，市残联还与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合

作，在市聋青技校、盲童学校等特殊学校及上
海市应用技术大学为残疾学生开设 ) 个班
级，推出哑剧、化妆和语言培训。儿艺剧院院
长蔡金萍透露，送课上门的十几位老师都是
业界有名的资深人士。
年近七旬的李老师是市话剧中心的著名

编剧。最初几节课下来，聋哑学员不太“买
账”：“李老师，你教得不怎么样！”市残联宣文
处处长周新建经了解发现，原来，老师不了解
聋哑人特点，在课堂上说的是比较抽象的形
容词，课后作业也让聋人和手语老师都有点
犯难。他们希望老师“少说多做”，通过“挤眉
弄眼”、“手舞足蹈”的示范，让他们真正领会。
学员的意见被充分采纳，教学方式不断

调整。语言培训班的老师就通过播放《春江花
月夜》、《二泉映月》等乐曲，让盲童理解什么
是“舒缓”，什么是“沉重”。

“一区一品”找准特色
静安区的残疾人艺术起步较早，区残疾

人合唱团成立时间比上海市残疾人合唱团更
早。当时，其他区县残疾人都慕名赶去参加，

组成了一支“联合国队伍”，代表上海参加各
种国内外演出。自 %""*年市残联着力推荐特
殊文化艺术并下拨“一区一品”专项扶持资金
以来，其他区县也相继成立合唱团，而且找到
了具有各自优势和特色的艺术项目，并打造
“一街镇一品”。

位于徐汇区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定期招
收聋哑大学生，区残联就吸纳大学生参加文
艺创作，这次残疾人文艺汇演上亮相的《剪纸
姑娘》群舞就让人“弹眼落睛”。不少区县在这
次汇演上参报了所有项目的角逐，参加过上
一届评比的专业评委发现了明显的进步。

目光转向文化发展
在全面推进特殊艺术基础上，市残联还

引导各区县将目光拓宽到文化发展。“残疾人
素质和幸福指数的全面提高，不能只靠唱唱
跳跳。”周新建说。
首先，通过专业托管团体的信息平台，残

疾人艺术走出残疾人的小圈子，登上公众舞
台。上海残疾人合唱团已连续 (年举办新年
音乐会，并与上海交响乐团等同台演出，参加
“上海之春”等活动。本周，团员们将作为唯一
的残疾人团体，应邀参加北京中国国际合唱
节的开幕式演出和比赛，并在清华大学举办
专场演出。嘉定的残疾人轮椅舞表演队曾在
%+,,年上海国际旅游节的花车大巡游上亮
相，舞者被观众誉为“轮椅上的精灵”。
自去年起，市残联专项扶持资金的覆盖

面进一步扩大到摄影展、手工艺品制作等。嘉
定区阳光工坊率先请人指导残疾人从事黄草
编织、嘉定竹刻等非遗项目，并推动残疾人徐
伟民申报非遗传承人；金山农民画、松江丝网
版画等非遗已与残疾人文化创作和就业结合
起来；静安等区谋划在残疾人中开展鲁庵印
泥等非遗项目。 本报记者 孙云

上海特殊艺术走出谷底并着眼非遗传承等文化范畴———

残疾人艺术闯出小圈子登上大舞台

! ! ! !以探索聋健融合教育闻名的闵行区启
英幼儿园，近日在上海城市剧院举办第九届
艺术节暨大班毕业典礼。市政协，市残联，

闵行区委、区政协，七宝镇有关领导和幼儿
家长出席庆典，精彩的节目展示了师生的艺
术才华和这所民办幼儿园的教学成果。

图为幼儿园聋儿表演诗朗诵!在爱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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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岁的郑女士看着正在改造中的卫生
间，心中宽慰不少：“今年夏天终于不用再为
洗澡的问题头疼了。”根据改造方案，老式浴
缸将改为淋浴房，再配上专门的淋浴椅。在普
陀区，今年将有 ,&&户重度肢残人士家庭享
受到“个性化无障碍改造”。别小看这些改动，
对肢残人士而言，无障碍改造不仅能提升自
理能力，也能增强自信心。

窘境 洗澡真是麻烦
家住志丹小区的 )-岁的陈老伯也一直

为洗澡而烦恼，因患强直性脊柱炎和类风湿
性关节炎，陈老伯的双腿几乎呈“.”形，拐杖
不离手才能勉强行走。家里的卫生间原本是
一间毛坯房。他的老伴邓阿婆说，因为进水漏
电，暖风机都坏了好几台了。
类似的窘境在普陀区一些重度肢残人士

家庭中很普遍，不少人家中卫生间的门比轮
椅窄，上厕所或洗澡都必须由家人背进背出。
“在自己家里都寸步难行，对残疾人的心理打
击很大。”普陀区残联副理事长朱向前说。

改造 钱用在刀刃上
今年年初，普陀区残联启动了残疾人家

庭“个性化无障碍改造”项目，将去年的“淋浴
设施改造”工程与市政府今年的实事项目“个
性化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相结合。前期，残联
与区中心医院的康复专家组成评估小组，对
%++多户申请家庭开展综合评估；根据评估
报告，对出入口、门户、卧室、厨房和卫生间作
相应改造，%+多个改造项目包括入门加宽、

降低灶台、剔除门槛、安装通道扶手、浴缸改
淋浴等。改造项目实施后，相应的辅助器具会
很快配发到位。
为减轻残疾人家庭的负担，区级财政提

供了每户 %万元的补贴。为把每一分钱都用
在刀刃上，区残联与施工队“约法三章”：施工
材料不追求名牌，但质量要过关；厨房一定要
用防火材料；施工期间保证残疾人家庭正常
生活；施工人员要多和邻里沟通，取得谅解；
残疾人家庭假如提出额外要求，比如换个灯
泡、补个裂缝，能做的就尽量做。

目标 减轻家庭负担
陈老伯家经过近 (个星期的改造，敲掉

水泥浴缸，建起宽敞的淋浴间；水泥墙上贴上
了洁白的瓷砖；浴霸“上岗”，暖风机“下岗”。
与此配套，淋浴间和马桶边都安装了抓手扶
杆，淋浴椅、四角拐杖很快就会送到。而 !/岁
的高位截瘫患者强先生即将迎来一把新轮
椅，那把跟了他 %,年、破烂不堪的铁制轮椅
终于可以“退休”了，“我老婆可以推着新轮
椅，带我出去走走看看，我也可以自己操作轮
椅，到改造后的厨房里洗菜、做家务了。”强先
生的脸上写满了对未来新生活的希冀。
“‘个性化无障碍改造’并不是简单的敲

掉浴缸、补上器具，它的真正目的是消除隐
患、补偿功能，从而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
量，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普陀区残联
教就科黄振兴告诉记者，今年将完成 ,&&

户家庭的改造，截至目前，三分之一的家庭已
结束施工。 本报记者 徐轶汝

! ! ! !在今年助残周上，有一群特殊的盲人出
现在闸北区宝山路街道活动中心。他们不是
来求助，而是来助人———用自己掌握的推拿
技能，缓解残疾人和老年人的筋骨病痛。

这些大受欢迎的盲人都来自上海中医药
大学针灸推拿学视障人士 %+,,级大专班“爱
心飞扬社”，这个班的班长、社团骨干，是 !!

岁的谢平静，他也是闸北区宝山路街道陆丰
居委会的助残员。

双手柔韧而有力，说话沉稳风趣，心又
细，这是谢平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由于 %+

多岁时患上了青光眼，他的双眼只剩下一点
光感。随着视力逐渐恶化，一心想要自力更生
的谢平静开始自学气功和针灸按摩，掌握了

初步的按摩技术，随后又取得了高级保健按
摩师的国家职业资格，掌握了一套“绝活”。由
于他还会点英文，不少高级会所争相高薪聘
请这位“老师傅”。

尝试过后，老谢发现自己志不在此，他
说：“盲人要改善工作境遇，必须自我提升。”
抱定着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年，老谢和
其他 ,+位盲人共同倡议，希望提升盲人按摩
师的学历、理论素质和专业技能，这一倡议得

到了残联、上海中医大的支持。
%+,+年，(-名视障人士通过成人高考，

成为上海中医大第一届盲人大专班学员，他
们是本市第一批具有大专学历的视障针灸推
拿高级人才。上海市残疾人劳动服务中心负
责 )+0的学费，针灸推拿学院则配置了一流
师资。

除了周一、周四到校上课外，谢平静平时
都在居委会上班。走访残疾家庭、代办残疾

证、落实就业、体检康复、传授按摩推拿方法，
乃至为残疾人劳动维权，老谢亦文亦武，“以
残助残”的小故事数不胜数。一年夏天，精神
残疾人娟娟病情发作，严重影响到邻居的生
活，需要强制入院治疗。谢平静一路护送时，
被娟娟拳打脚踢，但他就是不防守，回到家才
发现身上有一块块乌青。肢体残疾人小郭家
门口的小马路整修，需请人将轮椅车抬到马
路旁才可以出行。谢平静自己购买 %包水泥
和 !包黄沙，请人为小郭铺了一条外出通道。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要用深情和

耐心去化解他们的伤痛。”这是老谢写在工作
手册扉页上的自勉话语。

本报记者 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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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残联“个性化无障碍改造”做得实
浴缸改淋浴 加宽浴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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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闸北区陆丰居委会助残员谢平静

2010年12月27日，本报《阳光天地》版《期待丑小鸭变白天鹅》一
文曾报道，上海残疾人特殊艺术从巅峰跌落谷底，令人惋惜。

然而，刚结束的上海市第八届残疾人文艺汇演传出喜讯：上海特殊
艺术正走出谷底，整体水平普遍提高，残疾人群体文化素质有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