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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鲁哲）!"月 "#日，一台经典
合唱音乐会将在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隆重献
演，上海市残疾人合唱团（见上图）将亮相。

在音乐会上担纲主唱的是上海爱乐交响合
唱团，市残疾人合唱团将与上海爱乐交响合唱

团同台演出。他们将以原文演唱“波西米亚人之
舞”和“哈利路亚”等名曲。上海市残疾人合唱团
成立于 "$$%年 &月，当年在第七届全国残疾人
艺术汇演声乐比赛中夺得银奖。去年 "月，这个
合唱团又首次成功举办了专场新年音乐会。

! ! ! !本报讯（记者 鲁哲）!"月 &日是“国际残疾
人日”。!"月 "日，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上海市
司法局、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联合举办庆祝 "$!!年“国际残疾人日”活动。
残疾人读书积极分子及区县残疾人维权工作先
进单位和个人受到隆重表彰，!$个社区残疾人
读书小组被授予“阳光读书会”称号。上海市副

市长、市政府残工委主任姜平出席活动。
市残疾人读书指导委员会成立 &年来，相继

举办多项主题读书活动和系列讲座，每年编制
“上海市残疾人读书指导手册”，推荐优秀读物。

由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创编，以残疾
人生活为题材的话剧《鼓舞》在仪式后首度公
演，获得观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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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丽园路上一家茶餐厅为残疾人打造就业“试验田”，
但因经营艰难被迫暂时歇业，店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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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残疾人合唱团圣诞献演经典名曲

“国际残疾人日”上海表彰读书积极分子

! 聋哑人徐军上菜时把每个桌号牢记于心!丝

毫不马虎

! 双腿高位截肢的黄朝晖乐呵呵地在收银台

"运筹帷幄#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 ! !下午 !时许!位于

松江的上海养志康复

医院二楼的物理治疗

大厅里!蓝色的治疗床

一字排开!各种康复辅

助仪器贴墙而立!病人

们有的接受治疗师一

对一的康复治疗!有的

使用仪器练习站立$行

走$抬腿$伸手%%

这里的治疗师竟

是清一色的&"#后#'在

这个团队中!治疗师动

脑又动手!治&身(也治

&心#!用仁心仁术给残

疾病人带去希望)

! ! ! !在丽园路 #$!号社会创新孵化园内，有一
家门面并不起眼的“良食经典葡式茶餐厅”，餐
厅里的几位“伙计”有些特殊：!#名员工中，有 '

名是残疾人，分别负责进货、收银、上菜和洗
碗。餐厅老板唐涛也是肢残人，多年来致力于
帮助残疾人就业、创业：“残疾人想要自食其
力，一般只能从事传统手工业。我想试试，看他
们能不能在现代服务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这家小小的茶餐厅，就是她为残疾人打造的一
方“试验田”。

人物：沈菲 职责：洗碗
!!月 &$日中午，记者一踏进茶餐厅，就看

到唐涛在对一名健全员工发火，另一边，智障孩
子沈菲低声抽泣着。原来，这名员工和沈菲有些
矛盾。大伙儿围着沈菲安慰着：“你是我们大家
的宝贝！”“乖，不哭了！”不久，沈菲渐渐停止了
抽泣，站到大门口迎接客人去了。
唐涛告诉记者，"(岁的沈菲来自五里桥街道

阳光之家，原先在孵化园食堂洗碗，食堂改建成茶
餐厅后，她被留了下来，负责收碗、洗碗。在所有的
员工中，沈菲是最受照顾的一个。因为人手紧张，
其他人每天都是“朝十晚十”，而她下午 '时就能
回家了。沈菲有时粗心大意，敲碎了碗，会偷偷把
碎碗扫干净、藏起来，其他人就“配合”她，装作没
看到。“我开这个餐厅，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不能让
他们太累，更不能让他们受委屈。”

人物：徐军 职责：上菜
餐厅今年 %月 "%日开张，之前唐涛在网上

发布了招聘启事，有 !$多个残疾人来应聘，能

试试看的，她都尽量留下，开张之初，店里有近
!$个残疾员工。“两个月以来走了不少，有的是
试用下来不合适，有的觉得薪水太低。”

负责上菜的徐军就是当时来应聘的。徐军
今年 "&岁，很帅气，会跳街舞，已经在残联的比
赛中崭露头角。然而，徐军有听力障碍，说话不
清晰，他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徐军性格开朗，
喜欢拍照，看到摄影记者的镜头，就拉着老板唐
涛、同事合影。记者要求他表演一段街舞，他立
即大大方方跳了起来。

人物：黄朝晖 职责：收银
正在采访时，负责进货的肢残人老管走了

过来，和唐涛商量起餐厅的盈利状况。“现在的
状况不太好。”唐涛说，她开这家店，本意并不是
为了赚钱，但起码要保本。由于地理位置不佳等
原因，保本目标还没达到。因此，从 !"月 !日
起，餐厅将暂停营业一段时间，调整厨房人员，
“除了几个残疾人员工，剩下的几乎全部要换
掉，菜单也要调整，厨房成本必须降低。”

餐厅要暂时关门，沈菲不知从哪里得知了
这个消息，就去收银台问黄朝晖，却被黄朝晖否
定了。沈菲离开后，黄朝晖朝记者笑笑：“还是让
唐老师告诉她比较好。”&'岁的黄朝晖是肢残
人，也是唐涛多年的好朋友，他多才多艺，有一
副好嗓子。黄朝晖觉得残联原本提供的岗位“太
闲了”，于是跟着唐涛来到茶餐厅，当起了收银
员。他在收银台运筹帷幄的样子，颇有“大堂经
理”的风范。店里人手较少，他已经几乎一个月
没有休息了。

本报记者 徐轶汝

物理治疗师
是个“体力活”
人物!刘华伟 姚加佳

用“忙得团团转”来形容
刘华伟，真的很贴切。采访是
在物理治疗（)*）大厅的治疗
床边进行的。他一边给截瘫患
者老顾按摩手脚，一边回答问
题，做完一个病人就换一个，
记者也跟着他不停地“转移”。

刘华伟今年 &$岁，毕业于
复旦大学，"$$+年进入阳光康
复中心工作。和刘华伟一样每
天在 )*大厅里“团团转”的还
有 "+岁的姚加佳。这个东北小
伙子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
学运动医学系，当时正逢上海举
办特奥会，姚加佳便一路南下。

姚、刘两人的病人有个共
同点：几乎都是躺着进来的。
但不同点是，刘的病人，大都
属于脑部运动神经损伤，由此
引发的症状各式各样：偏瘫、
截瘫、失语、吞咽困难……而
姚加佳负责的病人，大都为脊
髓损伤引发的截瘫。姚加佳
说，病人进医院之后，就休想
“闲着”。)*大厅入口有两大
块白板，正反两面全都写满了
每个病人每天的“课程”。上班
时间，病房内静悄悄，几乎看
不到一个病人，因为他们都分
散在各个治疗室内。

“物理治疗就是重复，很
枯燥。”姚加佳说，为一个病人
做抬腿活动，每 !$个一组，每
天要做 ($组。虽然有机器辅
助，但有些时候治疗师还得亲
自上阵，感知病人的反应。每天
从上午 +时到下午 '时 &$分
下班，除了午休时间，治疗师几
乎没有坐下休息的时间，实在
是个“体力活”。难怪姚加佳笑
称，每天午饭都觉得吃不饱。

康复治疗想要效果好，需
要病人积极配合。然而，很多病人是因为
意外事故受伤的，入院时情绪低落，有的
完全丧失了生活的信心。“有些人不停地
哭泣，拒绝治疗，还有些人从心理和生理
上都过分依赖别人。”姚加佳说，他遇到过
一个病人，入院时还带来 "个保姆。

这时，治疗师们就会开始治“心”。
“一个电动起立床，就能让病人在心理上
得到慰藉。”姚加佳说，借助这个机器，一
直躺着的截瘫病人能“站”起来，让他们
感觉自己“终于像人一样了”。治疗师从
聊天入手，引导病人多说话，慢慢让他们
谈自己的病情，释放郁结。如果病人厌烦
了，治疗师就换个花样，把抬腿练习改为
举哑铃、抛球。

作业治疗师
讲究“深加工”

人物!王权

相比 )*大厅的“热火朝天”，一楼的

作业治疗（-*）大厅就显得安
静多了。"#岁的治疗师王权
正在一个模拟的抽水马桶
边，指导病人如何从轮椅上
转移过来。王权来自江苏，毕
业于武汉工业学院医学院康
复专业，"$$%年来到阳光康复
中心实习。
“考大学时，我压根儿没想

过自己今后会从事康复治疗这
个行业。”王权说，高考时自己
填的都是工科专业，没想到被
调剂到医学院，后来想转系又
没成功。四年大学、两年工作，
对康复治疗这个职业，他从适
应到了解，在和病人的接触中，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感和满
足感。

之所以选择主攻作业治
疗，王权说因为这是个极其“费
脑子”的工种。作业治疗主要针
对日常生活，注重上肢功能，解
决吃饭、穿衣、转移等各种和日
常生活有关的问题。相比物理
治疗，作业治疗更精细化，是
“深加工”，也是病人出院前的
最后一道坎。-*大厅内，有一
整套经过无障碍改造的生活设
施：低位灶具、低位洗手盆、卫
浴设备等，模拟家庭环境，让病
人在这里学会自理。
王权的任务是观察病人使

用这些生活设施的情况，找出
可能存在的问题，想尽办法解
决。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固定套
路。比如病人手部僵硬，除了反
复伸掌锻炼外，还可以通过长
时间佩戴矫形器来牵伸。如果
从轮椅转移到马桶上有困难，
就先尝试从轮椅转移到床上。

儿童治疗师
偶尔得“卖萌”
人物!张蓓华

毛绒玩具、小秋千、粉红色
的木马……这不是幼儿园，而
是一间儿童康复治疗室。治疗
师张蓓华正和同事一起，帮助
一个脑瘫孩子练习扭头。张蓓
华 "$$# 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
大学康复治疗专业，"$$+年来
到阳光康复中心，她也是这间
儿童康复治疗室的设计者之
一。来这里治疗的孩子从 $到
!(岁，包括各类脑瘫、自闭症、
脑炎后遗症患儿。

记者发现，张蓓华的右臂
用一根围巾吊着，原来是骨折
了，“没法给孩子做物理治疗了，
但可以做些认知、言语治疗。这
里人手不够，实在走不开。”
儿童治疗师需要倾注极大

的耐心和爱心，“如果你不是很
喜欢孩子，肯定坚持不下去。”
张蓓华说，孩子们刚来时，状况

百出：有些一直哭；有些看到玩具，兴奋
得满屋子跑；有些认知有障碍，爬上弹跳
床，裤子一解就小便；有些有攻击性，会
乱扔东西甚至咬人；还有的很任性，面对
治疗师的要求，总是头一扭：“我不做！”

于是，治疗师们使出浑身解数，先从
陪玩开始，挑孩子们喜欢的东西慢慢建
立起信任；对于暴躁的孩子，亲切的拥抱
和抚摸能让孩子慢慢平静下来；对于不
配合的，治疗师偶尔还得“卖萌”：“有些
孩子喜欢奥特曼，我就逗他，你不是要打
怪兽吗？没有力气怎么打呢？”

成人在治疗过程中会将感觉及时反
馈给治疗师，可孩子们不会，这就要求治
疗师十分细心。比如做理疗时，要不断触
摸他们、观察反应。

张蓓华发现，家长有时也需要心理
疏通：“有些家长觉得自卑、苦闷；有些
家长想放弃。”此时，就要为家长重树
信心，“如果家长都坚持不下来，孩子怎
么办？” 本报记者 徐轶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