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阳北路，聚集着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南宁儿童康复中心及多家民办的特殊教育培训机

构、儿童康复中心。这些机构大都面向孤独症、脑瘫、智力残疾等特殊儿童开办，穿插在一个个服装店和小吃店
中，不知不觉嵌入当地居民生活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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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助残障孤儿走向社会

这家小店“慢半拍”

距南宁市社会福利院 300
米远处， 有一家门脸很普通的
沿街餐饮店。

但它其实不普通， 这家小
店店员的反应和动作通常都会

“慢半拍”。因为这里是“南宁市
社会福利院、 原乡聚落高峰社
会实践实训基地”。

小店也就 20 平方米，左右
两边被分成云吞和奶茶两个营
业区域。 年轻人喜爱的奶茶区，
点单台前摆放着一簇橘红色的
麦秆菊，看到有客人进来，今年
19 岁、 患有唐氏综合征的院欢
业会探出头来， 咧开嘴笑着跟
人打招呼。 店铺正中布置着一
面照片墙，上方“爱心福利站”5
个红色大字很醒目， 下方贴着
这些孩子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奶
茶制作过程、 外出开展奶茶义
卖活动和庆祝生日的留影。

店铺经理石昌告诉记者，
这些特殊的少年走出福利院，
来这里培训， 学习如何跟人打
交道， 等到掌握劳动技能后可
以选择留在店里工作或到外面
找工作。

残障孤儿
走向社会的第一站

2022 年 9 月，这个实训基地
在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和爱心企

业的共同努力下正式落地并开
启营业。目前在店内实习的店员
主要是来自南宁市社会福利院
的一群即将成年的残障孤儿。

“以前感觉社会上没有那么
多残疾人，接触他们以后感觉就
变了。 ”店铺老板刘年兵说，除了
员工，平常还有一些残障人士来
店里光顾，遇到交流不了的情况
时，不会手语的刘年兵就会拿出
写字板和他们交流。

刘年兵堂哥的女儿是智障
患者，发育比较缓慢，为了照顾
女儿，堂嫂辞去工作在家专职看
护孩子 16 年。 看到堂哥一家人
一直过得很困难， 刘年兵想，要
是能通过培训帮助患有智障的
孩子掌握一定的工作能力，让他
们能自食其力该有多好。 2022
年，他通过招投标获得了这个特
殊的实践实训基地的经营权。

目前，这家店铺共有 7 名来
自福利院的孩子，能正常与人沟
通的仅有两名，其他孩子或多或
少存在吐字不清晰、逻辑混乱等
问题。他们以两班倒的方式在店
里轮岗、实习，每班 6 个小时，上
下班都有工作人员接送。

“杨枝甘露”
是最难学习的奶茶

4 月 24 日上午 8 点，来自南

宁市社会福利院的夏桐燕和院
欢业进入实训基地开始工作。他
们换上蓝色工作服，戴上浅灰色
帽子和口罩后，分工明确地拿起
扫把、抹布等清洁工具，开始为
一天的营业做准备。 半小时后，
店里迎来当天的第一位客人。夏
桐燕热情地上前询问：“您好，请
问您需要点什么？”她爱笑，明亮
的眼眸在口罩和帽子遮挡下更
加引人注目。

点单之后， 夏桐燕拿出收
银台旁的电子秤放到工作台
上，清洗奶茶容器后，小心翼翼
地夹起一片绿色柠檬， 对比电
子秤上的数字，一片一片地加，
直到达到标准。 随后，她用捣汁
棒将柠檬搅碎，做完一个步骤，
她会暂停几秒， 手中拿着奶茶
容具伸出去又拿回来， 好似在
回忆和确认着什么，片刻之后，
她一手拿起量杯， 一手拿着蜂
蜜，仔细地校对着刻度线，缓缓
将量杯中的蜂蜜倒入奶茶杯中
……两到三分钟后， 一杯奶茶
便制作完成。

夏桐燕今年 15 岁，是福利
院这批实习的学员中年龄最小
的。 由于没有身体或智力上的
缺陷， 她制作奶茶时比其他伙
伴更为得心应手。 她操作时，院
欢业便在一旁打下手， 拿起抹
布不时擦一擦制作台上的水

渍。 由于身体不便，他不时挥一
挥手臂或是到处看看， 虽然几
乎不与人交流， 但看见熟悉的
人， 他会开心地抬起手臂打招
呼，眼里透着纯真。

夏桐燕现在能独立制作出
店里一半以上品种的奶茶，这
背后是长达一年多的职业技能
培训。“我学了洗车、干洗、种植
技能， 老师会根据我们的兴趣
爱好来教我们。 ”她说，除了每
周 2 次、 一次 3 小时的技能培
训课外， 她和小伙伴其余时间
都在店里实习。

每次学习制作奶茶时 ，老
师都会让他们抽背奶茶配方。
在夏桐燕看来，“杨枝甘露”是
最难学习的奶茶，“学不会时，
我就让小伙伴来批评我， 以此
来激励自己”。

这些孩子有的写不出自己
的名字， 有的肢体协调能力较
弱，有的算术能力差，但每个人
也有自己擅长的部分， 他们分
布在店内奶茶制作、服务员、收
银员等多个实训岗位。

来之不易的工作
他们很珍惜

平常人几秒能包一个饺
子， 他们刚开始学时要花 3 分
钟， 尽管按标准衡量他们包得

不够好， 但店铺老板刘年兵仍
会手把手地教。 经过一段时间
的训练， 手速最快的小姑娘目
前一分钟可以包 20 个饺子了。
与同龄孩子的活泼喧闹相比，
店里这些孩子显得安静很多。
他们大多不愿意主动跟旁人沟
通，“比如在包饺子窗口的那个
小伙子，我都没听他讲过话，但
你安排他做什么他都会努力去
做，虽然动作慢一些”。

在实习时， 这些孩子也会
常常“犯错”。 老板带到店里的
几个电磁炉、 玻璃材质的锅盖
等都被他们不小心摔碎。 因为
身体平衡性不好， 有几次他们
盖盖子时， 不小心把做好的奶
茶洒在了地上。 找错钱之类的
情况也时常发生。 刘年兵表示
这些“状况” 都在他的意料之
中，让他感动的是，对于这份来
之不易的工作， 孩子们很是珍
惜。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这家小
店后， 前来光顾的客人多了起
来，那段时间，孩子们甚至主动
提出加班为顾客服务。

有一次， 店里的员工院思
旭正在吃晚饭，有客人光顾，院
思旭立即放下饭碗， 前去为客
人点单和做奶茶， 忙完已是晚
上 8 点，他的饭菜早放凉了。 刘
年兵要帮他热一下， 他摆了摆
手， 笑着端起冷饭冷菜就吃了
起来。“他们也很珍惜这样一个
工作和实践学习的机会。 目前
我们每个月都会给他们发一些
奖金作为奖励，孩子们表示，能
学到本事以后靠自己赚钱才是
最重要的。 ”刘年兵说。

遇到更多的
是温暖的客人

店铺办公室的桌子上摆着
旺旺雪饼等小零食， 用于奖励
孩子们。“他们很多之前没有上
班的经历。 对于工作量，他们有
时无法完成， 偶尔也会有点小
情绪或是哭闹， 我们便常常奖
励些零食或者奶茶鼓励他们。 ”
刘年兵说，“比如夏桐燕有时候
做得不好，我们就会指出来，她
不高兴了会哭着回福利院。 第
二天再说起时， 她又意识到自
己的错了，说下次不会了。 ”

地处新阳北路的居民区，
这里的顾客多半是周边的居
民， 对店里的这些小伙伴很是
熟悉。 虽然偶尔会有顾客嫌他
们动作太慢了， 催促他们快一
点， 但他们遇到更多的是和善
的顾客， 不仅会耐心地等候他
们制作食物， 有的还会专程带
零食来看他们， 或是为他们也
点上一杯奶茶。

“我们遇到过很多温暖的
客人， 很多顾客赞扬我们做的
奶茶很好喝， 还会鼓励我们加
油。 ”夏桐燕说。

4 月 25 日， 南宁市民刘莉
第一次来这里光顾。 点单后，她
一直站在制作台前看夏桐燕和
小伙伴的制作过程，“我觉得他
们就和普通的小孩一样， 虽然
有时候动作慢一些， 但他们很
认真很细心， 希望他们的未来
越来越好”。

（据 《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