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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小店的“有声”精彩
□陈江

杭州的马塍路上，新开出
两家与众不同的小店。 进店
没有“欢迎光临”的问候，离
店时也不会有人说“欢迎下
次光临”。 可这样的两家小
店，网友们却说：很暖，应该
火起来。

据媒体报道， 这两家小
店，一家叫“筑梦烘焙”，另一
家就在隔壁，叫“无声发艺”。
今年六七月间， 两家小店依
次开业。 与其它小店不同的
是： 面包店的四位烘焙师和
理发店的两位理发师， 他们
都是听障者， 毕业于浙江特
殊职业教育学院。 在学校和
省残联的帮助下， 他们自谋
生路，努力在无声的世界里，
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听障者来说，与外界的

沟通一直是很大的困扰。 这两
家小店，或许同事之间可以依
靠手语交流，而店员服务于顾
客，则要依靠在提示板上写字
或者手机打字才能完成。 所幸
四位烘焙师的面包蛋糕烤得
好吃， 理发师的手艺不错，多
数顾客又心怀善意，体验过后
回头客日渐增多，让听障者深
刻认识到“有一门手艺还是很
有安全感”。

听不见， 已是人生的不
幸。 他们，要在无声的世界里
战胜自己，自谋出路，为自己
奋力推开另一道门，这份强大
力量，何其勇毅。 人们为此发
愿， 希望这样的小店生意兴
隆，无非是因他们在与命运抗
争的过程中， 不等不靠不要，
即使身体有缺陷，仍然渴望与
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赢得了
众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无声者的背后， 有许多
“有声” 的支持。 支持听障者

跨过障碍的，就有社会的帮助
和人间的善意温暖。 小店是在
残联和学校帮助下开业的，周
围的从业者都是校友，他们串
门聊天，帮忙看店，彼此依靠。
对残疾人来说，就业不仅可以
改善个人生活条件，还可以融
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 身有
残疾 ，还能自谋生路，生活得
有声有色，这不啻是命运对奋
勇拼搏者的褒奖。 而如果自身
没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毅
力，又怎能弹奏出生命的自强
之音？

或许在很多人的眼里，“残
障”就天生需要照顾。然而无声
者不需要同情， 他们克服了身
体残障带来的困难， 与健全人
站在了同一条跑道上： 开家小
店，回馈社会。日渐红火的无声
小店，活出了“有声”的精彩。毕
竟， 生活总会给向上向善者以
阳光， 赋予奋斗者不竭前行的
动力。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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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援疆，就是要把先进的技术和诊
疗方法带到边疆去，为边疆的同胞解除病
痛，这是关系长远发展的事业，越是骨干
就越是要冲锋在前。

——南阳市中医院骨一科副主任王玉
玺，援疆 6 个月，累计接诊 2000 多人次，开
展疑难症手术 20 余台， 出诊、 义诊 20 余
次，惠及群众 1100 余人，用精湛的医术和
高尚的医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在乡村派出所，以及在刑侦、治安、社
区民警等岗位上的历练，让我迅速成长，对
公安民警工作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分局藏龙岛派出
所 36 岁民警魏洁，参警 13 年，扎根过偏远
农村派出所、 当过刑侦探长、 支援过新疆建
设， 如今担任社区民警。 他在多个岗位上历
练，不避难、不推责、敢担当、善作为。 回想在
乡村的工作经历，他如是说。

深夜坐公交车的有上夜班的人、 有代
驾司机、有报纸发行员，他们大多是普通的
打工者，我很乐意为这些“夜归人”提供温
馨和便利的服务，送他们安全回家。

——济南公交集团干线公司夜班司机曹
亮，每天从晚上 11时许接班，交班的时间已
是第二天早上 6时许， 他担负着站好每日最
后一班岗的任务。 面对记者他如是说。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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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老一幼”托起稳稳的幸福
□周珊珊

养老托育服务业与群
众生活息息相关。 数据显示，

“十四五”时期，我国老年人
口将以年均约 1000 万人的规
模持续增长；目前，约有 35%
的婴幼儿家庭存在入托需
求，但入托率仅为 5.5%左右。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和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 人民群
众对于养老托育服务的需求
日益增长。 促进养老托育服
务健康发展， 对保障和改善
民生、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
影响， 养老托育服务业面临
较多困难， 亟待含金量高的
帮扶措施。 前不久，国家发展
改革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养
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
政策措施》， 提出房租减免、
税费减免、社会保险、金融、
防疫等支持措施， 涉及 6 方
面、26 条具体政策措施。 这些
政策措施积极回应市场关
切， 既有利于帮助市场主体
降低成本、纾困解难，又有利
于切实帮扶养老托育服务行
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

老有所养、 幼有所育，承
载着无数家庭的期待。 党的
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实施《国

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
期规划》， 到适时修订未成年
人保护法，再到印发《关于促
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
意见》……一系列政策举措陆
续推出， 增强了群众的获得
感。 回应养老和托育之需，“十
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专章部署。 一项项规划
部署，一次次制度完善，助力
我国养老托育服务政策体系
不断健全。

“一老一幼”是民生保障的
重点。 近年来，从完善三孩生育
政策配套措施， 到将 3 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再到多渠
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一
系列新政策新举措着力减轻
家庭生育、 养育、 教育负担，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同
时， 我国坚持补短板、 增供
给、提质量，扩大养老服务社
会参与，让“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 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
迈出坚实一步。各地区各部门
增加养老托育普惠性服务供
给，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盼。

也应看到，我国养老托育
服务还需进一步补齐短板。 要
以“一老一幼”为重点，建立健
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

务体系。 必须正视供给总量不
足、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专业
化程度不高、 体制机制创新相
对滞后等问题， 加大专业设施
供给， 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平衡
充分、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从长
远来看， 织密养老托育民生保
障网，不断满足人们多元化、个
性化、品质化的服务需求，也有
利于培育经济新动能。据预测，

“十四五”时期老年群体消费将
持续迸发， 逐步形成万亿级大
市场； 托育方面还需要新增托
位 450 万个， 带动的投资和消
费规模均超千亿元。抢抓机遇，
发展壮大相关产业， 就能在解
决好养老托育问题的同时，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一老一幼”系民心，一枝
一叶总关情。 目前， 全国已有
300 多个地市级的城市（区）编
制了整体方案， 制定土地、住
房、财政、投融资、人才等政策
措施。 多措并举、不弃微末、久
久为功，积极探索新路子，高水
平做好养老托育服务工作，就
一定能营造更加安心舒心的生
活环境，为“一老一幼”托起稳
稳的幸福。 ①2

清华喊话丁同学
近日， 清华基础工业训练中心账号清

华实践发布清华大学开学劳动教育第一课
的视频， 隔空喊话云南农业大学丁同学：

“这堂劳动实践课，没你不行。 ”
云南农业大学学生丁习功今年 6 月曾

发布一段短视频，瞬间让“锄地梗”火遍全
网。在视频中，皮肤黝黑的丁同学站在学校
试验田中，喊话考生“欢迎报考云南农大，
这里真的不用天天挖地”。他的背后是同学
们辛勤劳作的场景， 还传来拖拉机的轰鸣
声。 该短视频不仅让其母校云南农大走进
了大众视野， 也让社会对农业类院校有了
新认识。

清华大学开学劳动教育第一课为何喊
话丁同学？ 是因为他朴实无华、幽默真实，
更因为他对农学的深深热爱。 面对清华大
学喊话， 丁同学回复：“终于有一天我成了
清华也得不到的人了。 ”幽默中透着自信，
并向广大学子发出邀请“欢迎到云南农大
挖地，喝咖啡”。这句话更像是一种召唤，呼
吁更多的大学生扎根实践， 在实践中锤炼
品格和担当，锻炼成才。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能力是农大学生的
优势，也应成为全体大学生的基本技能。青
年学子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愿更多高校培养出无数个“丁同学”，在各
自领域发光发热，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贡献力量。 ①2

（王小娟）

晨语2022年 9月 26日 星期一
编辑 郭征 美编 耿新红 质检 郭征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