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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由几百名
残疾人士和退休工程技术人员组成
的上海无障碍设施建设督导队，在
全市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中发挥了良
好的作用。记者在日前举行的中国
肢残人协会首期无障碍环境建设督
导员培训班上获悉，这一工作模式
将从上海向全国推广。
上海无障碍设施建设督导队建

立于 !""#年，现已形成市、区、街
镇、社区四级督导网络。现在，上海

的重大建设项目在设计初期就会请
督导队人士对设计图纸提出专业意
见，交付使用前，还会再请督导队员
实地验收。由于督导队的成员主要
是残疾人，他们的体验和督导更有
发言权，能避免健全人“隔靴搔痒”
想当然造成的设计弊端。
目前，上海的无障碍设施建设督

导工作在全国名列第一。中国肢残人
协会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在全国各省
市都建立一支专业督导队伍。

! ! ! !这几天，松江方塔公园正发生
着变化：一个精致布局的院落做了
调整，一些工作人员搬进来各种展
品，几个残疾人忙进忙出招呼着什
么……常在公园里健身的市民好奇
询问，得到的答案让他们吃了一惊：
“在这个闻名上海的景区里，$! 月

初要开出一个残疾人文化园，专门
展示残疾人才艺，为残疾人提供一
个免费活动的场所。”在著名景区里
专辟残疾人文化天地，这是松江区
继对残疾人实行免费游公园政策后
推出的又一项文化扶残新举措。

来工作室里学漫画
%&岁的肢残人老朱是个农民，

握了一辈子农具，双手粗大有力，不
过，最近，他拿起了轻巧的画笔。%&

岁当起漫画班的学生，老朱自己也说
“做梦都没想到”，不过，每周来松江
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里的李明新
漫画工作室学一堂漫画课，“交关有
意思”。第一次上课是一个雪后初晴
的日子，为了不迟到，老朱提前 !小
时，从叶榭镇的村里换乘几部公交车，
才找到位于松江新城的服务中心。
李明新漫画工作室是上海郊区

首个残疾人漫画工作室，建成于
!"''年，带头人李明新和几十名学
员都是残疾人，其中不少学员还是

没有绘画基础的中老年残疾人。对
他们来说，虽然不能靠漫画谋生，却
能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所以学习
起来十分投入。在聋校读高中的小
唐姑娘从小喜欢画画，母亲从助残
员口中听说开班的消息后，不仅帮
她报了名，还陪她来上课。
漫画还能开发智力，这是李明

新的意外发现。曾经有一次，他和
“阳光之家”的老师一起教智障学员
投篮，学员始终听不懂他们介绍的
动作要领。李明新灵机一动，提笔画
出一张投篮动作的图解漫画，没想
到，学员们一看就懂。受此启发，李
明新时常用漫画辅助工作，比如一
旦“阳光之家”学员之间闹矛盾要吵
架，他就在纸上画下“心碎了”或者
“气球爆炸”的漫画，相比讲大道理，
学员们更容易接受这种形象生动的
教育方式。

李明新是龙潭居委会助残员，
小区里有一个智力残疾人小朱，李
明新时常用漫画启发他。久而久之，

小朱家人发现，他不但能够明白李
明新老师的意思，还能够与周围人
交流了，后来，他还在区里的特奥比
赛上获得兵乓球比赛铜牌，家人欣
喜地说：“是李老师开发了小朱的智
力。”李明新还有一个 %"余岁的聋
哑学生孙阿姨，上课时，两人用手语
比划，用漫画“说话”，孙阿姨进步很
大，作品还发表在《松江报》上。

传承非遗丝网版画
丝网版画是松江的一张文化名

片。早在 '()"年代，松江便被文化
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
乡”，却曾经一度停滞发展，全区仅
十余人在没有工资、没有销路的情
况下坚持创作。不过，近几年来，乘
着入选区级非遗东风，丝网版画再
度焕发青春，而在其中发挥重要力
量的，就有一支残疾人创作队伍，其
中，残疾人张玉良还被评为非遗传
承人。

先天性脊椎弯曲的张玉良，学

习丝网版画始于 #"余年前。原先
就职的工厂倒闭后，他多次求职碰
壁，不得不放下画笔开起猪肉铺。
几年前，启蒙老师找到他说“丝网
版画将迎来新的时代”，希望他重
拾画笔。为了打消他的顾虑，车墩
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还帮他一起
吆喝卖猪肉。张玉良被打动了，激
情再次点燃，每天提前收摊，赶到
文化馆学习丝网版画，创作出许多
优秀作品。
去年起，松江区残联为提升残

疾人就业和文化层次，投入 '&万
元，配备制作设备，聘请松江版画院
画师钱斌开班授徒，*+余名残疾人
先后报名学习，作品不仅在松江区
办过展览，还有 #名学员的作品入
选 !"'#全国农民画联展，并由主办
方收藏。现在，他们的一些作品还被
开发成艺术衍生产品，成为松江人
礼尚往来的珍贵礼物，把松江的传
统文化散播各地。

本报记者 孙云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听力残疾
人往往被企业认为“难沟通”而不愿
聘用，可有的岗位需要员工专心致
志，正好适合生活在无声世界的残
疾人；智力残疾人有时被企业批评
“脑子慢”，但是，有的智力残疾人打
起电脑运指如飞，正适合在企业里
做电脑文案工作。宝山区通过举办
专场招聘会，让残疾人和企业“手
拉手”，把这些看上去难以实现的就
业都变成了现实。

日前，宝山区残联举办了一次

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现场来了近
#""名求职者，现场签订录用意向书
的有 %%人，当场确定录用的有 '#

人。之所以取得良好成绩，一方面是
面对面招聘的形式，有利于消除企
业偏见和应聘者毛遂自荐；另一方
面，招聘会开始前，各街镇助残员就
到失业登记人员家中走访，就业指
导员在招聘会上全程陪同，为他们
推荐、筛选岗位。通过与设摊企业的
双向交流，不少残疾人表示在自我定
位和岗位选择上更能找准“感觉”。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闵行区的
残疾人老董最近碰到一桩烦恼事：
他把房产过户到女儿名下，女儿却
在与人合作生意时被骗，眼看就要
失去全家这套唯一的住房。老董走
投无路，只能到“娘家”区残联寻求
帮助。区残联立即启动法律援助预
案，聘请律师为父女俩出谋划策，通
过房产保全、司法诉讼、报警等法律
途径维权，促使房产交易中心暂停
受理过户申请。

自今年 ,月 #"日闵行区建立

残疾人法律救助站后，已有许多残
疾人在律师坐堂咨询、上门办讲座
等服务中受益。法律救助站依托广
大律师志愿者，每月两次在区残联
接待残疾人来访咨询，为贫困残疾
人提供法律援助。精神残疾人龚女
士不久前曾担心自己可能会流离失
所，专门来到区残联咨询律师。律师
详细询问后宽慰她，根据法律和她
母亲去世前的公证遗嘱，多次想把
她赶出娘家的弟弟和弟媳妇无权处
分母亲遗产，龚女士大可不必担心。

松江创建文体建设示范区鼓励残疾人展示才艺

学漫画印版画“交关有意思”

! ! !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
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
经最爱哭的你……”伴随着悠扬的
歌声，坐落在黄浦区重庆南路上的
市第四聋校舞蹈队 !+多个听力障
碍学生，在老师们的特殊手语指导
下，“踩”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

编成独特“舞蹈手语”
韩佳嘉老师个子高高的，从华

师大综合艺术舞蹈系一毕业就来
到第四聋校，负责音乐课程的教学。

聋校共有 )+多名不同程度有
听力障碍的学生，学校从各个年级
抽出 !+多名对舞蹈感兴趣的同学
组成了舞蹈队。同学们大多几乎听
不见声音，在带领孩子们参加演出
时，现场音乐的节奏、紧凑的节目
安排，使得韩老师和学生手语交流
的时间很短促。口头一句话的内
容，往往手语需要打出一长串的手
势，才能完整表达，常常是刚刚一

句话的手语打出，歌词却已经过了
两句。由此，只有老师和学生们知
道含义的“舞蹈手语”就应运而生，
一个动作代表一个节拍，学生们应
着手势的变化，随着节奏的改变，
跳出了令人赏心悦目的舞蹈。

敲开无声世界大门
陈敏老师原来是上海一所普

通学校的音乐老师，进入第四聋校
后，主动挑起律动课和舞蹈课这两
门对于听障学生来说最为困难的
课程。

学生们只能听到一点点声音
甚至完全听不到，对音乐缺乏具体
的概念，陈老师只能一步一步慢慢
来———先是在每周两次的律动课
上反复用一张张图片做的认知卡，
“鼓”“踏鼓”“节拍”等让学生脑子
中有个印象；再是把鼓拿到班级
里，一边敲鼓，一边让学生把手放
到鼓面上，感受鼓面在敲动时产生

的震动。“他们虽然听力困难，但是
能够感受到打鼓产生的音波。这就
是他们无声世界的音符。”通过鼓
面震动的不断变化，陈老师渐渐让
同学们知晓、明白了什么是音乐的
节奏。

接下来，就是最难的舞蹈教授
环节。学生听不到音乐，就没节奏
感，跳舞时很容易快一拍或是慢几
拍。通过特殊的辅导后，现在基本
每一个学生的动作都跟上了节拍，
找对了节奏。

在两位老师的精心培育下，舞
蹈队的孩子们取得了多项佳绩：参
加上海市盲聋学校文艺汇演；代表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黄浦区分会献
演《感恩的心》；参与上海市第八届
残疾人运动会开幕演出……当掌
声响起时，看到孩子和家长们脸上
绽放出的欣喜笑容，两位老师的心
里也涌起一股成就感。
通讯员 李先元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创!舞蹈手语"教聋孩跳舞
———记市第四聋校舞蹈队的两位老师

上海无障碍环境督导模式将向全国推广
残疾人“验收”意见更“贴肉”

宝山区组织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面对面沟通 应聘“有感觉”

闵行区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

残联帮出头 律师来援手

! ! ! !今明两
天，市残疾
人劳服中心
与市残疾人
体训中心共
同 举 办
!+$# 年 上
海市“阳光
之家”体育
推广项目竞
赛活动。来
自闸北、杨
浦、嘉定、松江等四
个“阳光特奥进社
区”活动试点区的
!&+余名“阳光之
家”学员，在竞赛中
大显身手，并为明
年在全市范围内推
广该项目做准备。
本报记者 孙云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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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创全国首批文化
体育建设示范区过程中，
松江区建起区、街镇、社区
和家庭的四级文体生活
圈———区里设艺术团、承
办上海市特奥会；街镇办
运动会、百姓戏台；社区建
健身点、小型乐队；家庭开
读书会、搞阳台园艺。

记者近日来到松江，
撷取艺海中两朵浪花，体
验松江残疾人的文化成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