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残障人士以“渔”：

一只“熊爪”、一杯咖啡、一场公益远行

“熊爪”是他们的
“保护色”

上海的第一家“熊爪咖啡”

开在永康路，近 30平方米商铺
的外侧，有一个黑色的、不大的

“洞口”，刚好够伸出一只棕色

的、毛茸茸的“熊爪”，给顾客递

出一杯咖啡。

“熊爪咖啡”的创始人王■

说，“洞店”是为了保护社恐员工

而设计的。

其实，“熊爪咖啡”的首家店

是为了一位擅长做咖啡的听障

人士———陈莹莹而开的。那是

2020年，陈莹莹在一个专业的咖
啡比赛中获得金奖，却依旧找不

到工作，她想去精品咖啡店，但

工作要求员工能说话，将她打回

了“原点”。如今谈起这事，王■

语气中仍难掩可惜，“她是冠军

呐，做的咖啡很好喝的。”

因为怀抱公益之心，也因为

这份惜才之意，王■决定创办

“熊爪咖啡”，为了像陈莹莹这样

的残障人士能在职场上有一片

天地，也为了让他们遭受更少的

歧视。

“如果更多残障人士可以

在大城市人多的地方出现、无

障碍地上班，就可以让更多健

全的人经常看到他们，可能可

以减少歧视，这是我们希望做

的。”王■说。

上海这座城市给了王■这

位异乡人一种尝试的可能。“这

座城市的‘温度’，让‘熊爪咖

啡’可以迅速‘生根发芽’。如果

没有这样的土壤，我们是不可

能做起来的。”

3 年过去了，“熊爪咖啡”如
今在上海已经有 11 家门店，六
七十名员工，其中 86%以上是残
障人士。残障人士不仅就业了，

还当上了管理层。

“熊爪咖啡”对残疾人顾客

是免单的，但王■发现，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顾客要求付钱。公益

之路可否远行？

王■其实是个北京人，这位

“80后”的身上交织着悲观与乐
观。他说自己的身体不太好，因此

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过，就想

有生之年多做些什么。但谈起如

何开拓残障人士的就业可能性，

他又显得生机勃勃：“我们可以卖

咖啡，那是不是也可以卖奶茶甚

至卖包子？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坐

轮椅的残障人士制作升降设施，

让他们可以自己经营店铺？”

从事公益十几年，王■一

度觉得自己挺失败的。“最早的

时候，我们请别人捐钱，将钱换

成物资，然后捐给贫困儿童等

群体。但后面捐的人越来越少

了，我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了，他

们都不敢接我电话，怕我找他

们捐钱。”

王■一直在想，如何做一个

可持续的公益项目，一直想不出

来，直到他创办了“熊爪咖啡”，

授困难群体以“渔”，让他们不仅

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甚至还能

纳税。

“我们甚至不希望告诉别

人他们是残疾人，只希望通过

一个好喝的产品，来增加复购

率。”他说。

“熊爪咖啡”也出现了“跟风

者”。王■说，据他所知，中国差

不多有 30多家假“熊爪咖啡”。
这让他又喜又忧。忧的是，

假的“熊爪咖啡”与真的“熊爪咖

啡”毕竟不一样。“能不能换个名

字？”他说。

喜的是，他看到有些店也的

确聘请了残障人士，“这是我要

给他们点赞的，这不正是我想要

做的吗？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

‘熊爪’现象。”

“熊员工”
开始走出“山洞”

很多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

“山洞”，有自己难以往外迈的舒

适圈。对于残障人士而言，走出

洞更为不易。

“永康路那家店有社恐小伙

伴”，在选择受访地点时，王■解

释了一句，然后细心地选了北外

滩的“熊爪咖啡”。

他口中的社恐小伙伴已经

不是陈莹莹，有了“熊爪咖啡”

后，陈莹莹说她不再社恐了。

听障的她用手机打了一行

字给记者看：可能“洞”里待久

了，要出来逛逛；又笑着连忙摆

手，删了，再打：我开玩笑，但以

前我不敢尝试，现在想尝试不同

的东西。

除了走出“洞”的勇气，陈莹

莹还有了自信：她培训新人，也

与健全的人分享喜怒哀乐。

与陈莹莹相似但又不同，另

一名听障咖啡师陈露蕾走出了

另一个“山洞”。她性格活泼，除

了咖啡师，还是一名在役的残疾

人篮球运动员。

加入“熊爪咖啡”后，陈露

蕾接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公益。

“看到老板（王■）一直做公

益，改变了我的观点。”陈露蕾打

字称。

“我想帮助更多人，我们虽

然身体有残疾，但心不残疾。”她

接着打字道。

在她看来，帮助残障人士要

从细节着手，要用心观察他们，

“很多残障人士的文化程度有

限，理解能力有限，要多多鼓励

他们。”

残障的世界里
没有简单二字

坐在记者的对面，中间隔着

一张不大的咖啡桌，1991年出生
的咖啡师张俊说他只能看到对

面人的轮廓，但看不清脸上的五

官。因为白化病，张俊成了弱视

者，视力残疾二级。

他说他找工作其实挺难的，

找到一份之后自己就会很努力

去做，“普通人可能通过眼睛看，

就知道怎么操作，我因为看不

见，所有的东西必须自己用手摸

过之后，靠触感慢慢学。我要花

比别人多很多倍的精力去摸索、

不断地重复操作。”

视力健全的人可能很难想

象摸索着学一样东西有多吃力，

张俊说这个过程几乎是崩溃的。

“有些很简单的东西，比如咖啡

拉花，别人靠眼睛看很快就能掌

握技能，我看不清，要练习很多

很多遍。而且我的眼睛还有点斜

视，有时候做出来的图案，我觉

得位置已经找准了，但其实做出

来是歪的。”

张俊说，这个过程很痛苦，

时常让他感觉在做无用的练习。

“无数次我觉得自己可能学不了

了，好像不适合做这个事，真的

是在跟自己对抗。”

但他终究是对抗成功了，如

愿成了一名咖啡师。

来“熊爪咖啡”之前，张俊在

另一家咖啡店待了很多年。之所

以来“熊爪咖啡”，他说是因为包

容性。

在此之前，即便张俊也能做

出一杯与其他咖啡师一样好喝

的咖啡，他仍时常觉得自己融入

不了环境。“我之前工作小心翼

翼，甚至我很害怕让大家知道我

眼睛不好，怕因此失去一些机

会，怕他们认为我看不清就做不

好工作。”

但来到“熊爪咖啡”后，张俊

说自己开心了很多，压力也小了。

他说甚至有时候他做错事，

会“撒娇”：“哎呀，我是盲人呀。”

从害怕缺陷被知道，到可以

拿缺陷来“撒娇”，张俊改变了很

多。“我们有（残障情况）相同的，

也有不同的小伙伴，但大家在这

个环境里感觉都特别好。”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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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残联举行新闻发

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

司长邢若齐在会上介绍，我国把

残疾人列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的重点人群。截至 2022年年底，
全国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数已

超 2000万人。
邢若齐谈道，近年来，国家

卫生健康委围绕自身工作职责，

在推动残疾预防、治疗和康复等

工作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联
合多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完善残疾人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机制，将基本康复服务项

目和上门服务纳入家庭医生个

性化签约服务范围，增强残疾人

签约服务获得感和感受度。

此外，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上，中国残联牵头实施了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制度。

中国残联理事、康复部主

任胡向阳在发布会上表示，康

复是改善残疾儿童功能，促进

残疾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手

段。2018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制度的意见》，要求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对符合条件的 0—
6 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
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实

施康复救助。意见印发以来，中

国残联会同民政部、财政部、国

家卫健委等部门积极指导、推

动各地贯彻落实。全国所有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全部出台本地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

度建立、实施以来，受益残疾儿

童人数逐年增加，由 2018 年的
15.7 万 人 增 加 至 2022 年 的
40.7 万人，5 年累计救助残疾
儿童近 144.6 万人次。”

今年以来，受益残疾儿童进

一步增加，截至 7月 31日，全国
已有 31.8 万名残疾儿童得到康
复救 助 ， 比 去年 同 期 增 加

18.2%。与此同时，全国残疾儿童
康复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服务

能力持续提升，全国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已达 9000
余家。

值得一提的是，为优化救助

经办服务，中国残联搭建了全国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信息管理系

统，方便残疾儿童家长线上申请

康复救助，连续 4年委托第三方
机构开展救助服务满意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残疾儿童家长满

意度一直维持在 95%以上。
据了解，民政部同样高度重

视残疾预防工作，加强民政服务

对象重点人群残疾预防和康复

救助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积极发挥在残疾预防和残

疾人康复服务等工作中的职能

作用，取得明显成效。如，强化儿

童福利机构内残疾儿童康复服

务，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

和创新转型，加强儿童福利机构

“养育、治疗、康复、教育和社会

工作服务”一体化发展；同时，向

儿童福利机构外残疾儿童、特别

是向困难家庭残疾儿童拓展开

展康复服务；继续实施残疾孤儿

康复“明天计划”。自 2004年开
展“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以

来，累计投入各级彩票公益金

17 亿元，惠及残疾孤儿近 22.3
万人次；积极贯彻落实《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协议

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指导地

方民政部门配合残联组织、卫生

健康等部门确定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定点服务机构，及时将符合

条件的残疾儿童纳入康复救助

范围。

（据《华夏时报》等）

全国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数已超 2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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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这座全球咖啡

馆最多的城市，“熊

爪咖啡”在8000多家海内外

各色咖啡馆中依旧“夺目”。因

为它足够特别，它背后的咖啡

师大多是残障人士。

”
陈露蕾（左）与陈莹莹在制作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