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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上，双下肢瘫痪的运动员杨洪琼勇夺3枚金牌，成为第13届冬残奥会上夺得金
牌数最多的中国运动员，被授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并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冬
残奥会运动员发言。走下体育赛场，从运动健儿到纪检监察干部、政协“新兵”，云南省政协委员杨洪琼
迅速转变角色，积极调研残疾人的现实需求，在省“两会”上建言献策。她说她要——

“刚入口感觉苦苦的，但如果用嘴唇轻
轻一抿，再让它在舌尖上稍稍停留一会儿，
就能发现一种特别的味道。”24岁的若楠
打着手语，回忆起第一次喝到咖啡时的感
觉——微苦，回甘。

她喜欢这种味道，并且相信生活也是
如此，峰回路转，先苦后甜。

大学毕业后，患有听力障碍的若楠持
续了一年多平面设计工作，但苦于与人沟
通困难而辞职。之后，她做过兼职面包师，
前段时间又开始摆摊卖冰粉……

“冬天一来，冰粉不好卖了。”随着手指
的动作，若楠轻蹙了下眉头，随即边“说”边
舒展开笑容，“机缘巧合，我在网上看到爱
德基金会‘无声咖啡师’项目正在招募学
员，一下子就心动了。”

这是一个为有志于成为咖啡师的聋人
朋友提供咖啡技能与就业的融合培训，完成
定制职业培训课程学习，并对通过技能考核
达到就业水准的优秀学员提供实习和工作
机会的推荐。今年11月—12月，“无声咖啡
师”项目开始了第一期技能课程培训。

一技之长、固定工作、自我价值……脑
海里接连冒出的美好词汇，推动着若楠当
即鼓起勇气报了名。她脑海中的这些美好
词汇，也契合了爱德基金会1年前启动“无
声咖啡师”项目的初衷，聚焦听障人群职业
技能培训、就业融合发展、社会公益倡导三
大领域，通过优质、全面的技能培训及融合
就业在岗培训，提升听障人群职业幸福感
和认同感，营造开放、平等、包容的就业环
境和社会氛围。

其实若楠大学时也参加过一次“咖啡
培训”。尽管全程配备了手语翻译，但具体
的操作步骤还是难以从听障者的角度分解
细化，“那次就是象征性地体验一下吧。”

很快，若楠收到好消息，带着憧憬与期
冀走进“无声咖啡师”的“课堂”。“系统、专
业，全程有听障老师，上课的讲师也懂一些
手语，所以很多细节都可以沟通得很明白，
而且有一些专门适配听障者的小技巧。”培
训过程中，那些意想不到的体验，让她一次
次享受惊喜，但又面临着考验。

在咖啡打发环节，健全人通过听来判断
牛奶什么时候会起泡、什么时候该加热，大
概什么时候完成打发……但听障者听不到
蒸汽棒的声音。考虑到这个问题，老师为打
发环节进行了“无声版”的表述：进气起泡两
秒，之后加热到60至65摄氏度左右——把
靠“听”的步骤转化成靠“看”和“摸”，把每一

个环节切割成可感知的、可数字化描述的动
作，让听障学员更好理解、更易操作。

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难度，比如“徒手试
温”，就难倒了不少学员。

“刚开始我总是分不清温度高低，觉得手
摸不同温度没什么区别，虽然老师经常给我
们做示范……”说起最初尝试做咖啡时的“狼
狈”，雨虹有些不好意思。喜欢喝咖啡的她，
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咖啡师。尽管
课程学起来并不轻松，但“无声咖啡师”让她
的理想一点点照进现实，也从中找到了自己
的价值。

这种沉浸式、“量身订造”的培训，让若
楠、雨虹和其他学员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培训，
实现了从“零基础”到萃取、打发、融合、拉花
越发游刃有余的飞跃。

更加令他们惊喜的是，“无声咖啡师”培
训不仅有专门的听障老师全程参与，还请来
了拉花世界冠军谢维晟。

“我们竟能成为世界冠军的学生！谢老
师教会我们很多有用的拉花小窍门，比如打
发泡沫时有厚薄度之分，如果拉花拉得厚，手
就要更加用力往上提。还有速度快慢也会影
响拉花效果……”提起“冠军课堂”，性格沉稳
的章艺也不禁有点眉飞色舞。

入选本次培训，章艺格外珍惜：来得特别
早，做好各种准备工作，还经常主动帮忙打扫
场地卫生；下课之后主动留下来继续练习，天
黑才回家……一杯杯反复使用的练习牛奶，
一轮轮热腾腾的蒸汽，见证着她从紧张到手
抖到镇定自如的蜕变。零基础的她，在培训
考核时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培训时，老师们很用心、很耐心，设身处
地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解，这给了我很大的
信心。学员之间也可以无障碍沟通交流，所
以大家进步都挺快的。为了让我们更加顺利
地融入职场与社会，还特别开设了社会交往
与职场礼仪的课程。”“说”起感受与收获，章
艺竖起了大拇指。

心苗来自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是本
次培训的手语翻译。作为“离听障者最近的
健全人”，她在全程翻译中感受到这个项目的

“双向奔赴”，也见证着学员们的点滴进步
——除了越发娴熟的咖啡制作技术，还有越
发主动的“共融”意识。

“凭一技之长，在无声的世界里更有尊严
地自力更生”，这是“无声咖啡师”们共同的目
标。这个冬日，顺利结业的若楠、雨虹、章艺等
5名学员先后进入门店实习阶段，距离成为一
名正式的咖啡师，又近了一步。

“无声咖啡师”：

在醇香中用心“研磨”生活
黄洁瑜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想让更多人感受那份
温暖和力量”

云南曲靖会泽县，梅花在冬
日的暖阳下吐蕊绽放，花间蜂蝶
纷飞，小鸟枝头觅食。接受记者
采访当天，云南省政协委员杨洪
琼刚刚完成会泽县第一中学校的
宣讲活动，正在赶回曲靖市内的
路上。

自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上
勇夺3枚金牌后，宣讲残奥会精
神成了杨洪琼工作生活中重要的
一部分。“这个过程中，自己也
在不断成长和进步。”杨洪琼笑
着告诉记者，“其实开始是有些

‘发憷’的，因为运动员的生活
相对比较封闭，不擅长表达。但
是现在我很愿意和更多人分享自
己的故事，一站上讲台，情绪就
会特别饱满。”

杨洪琼说，改变缘于一个小
女孩。有次去一个镇上的中学宣
讲，学校老师告诉杨洪琼，这里的
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很多
性格封闭、不愿意沟通，他们尝试
了无数办法仍然效果甚微。

“很心疼这些孩子，我也生
长在山村，能理解那种孤独。”
那次，杨洪琼用朴素的语言、真
挚的情感、生动的事例讲述了自
己的奋斗故事。“活动结束后，
一个小女孩红着眼眶过来跟我说
了很多她曾经患上抑郁症的经
历。她的老师知道后特别惊讶，
因为之前多次找这个女孩谈心，
女孩始终闭口不谈。”

小女孩的事情让杨洪琼颇受
触动，也越来越用心准备每一次
宣讲活动。“如果没有国家的帮助
和培养，我可能从没看过大山外
的世界，还在为身有残疾而自卑、
敏感。但因为生于这个时代，我
不仅走了出来，还有幸站上了最
高领奖台。”杨洪琼动情地说：“曾
经，一束束光刺破了我人生中的
阴霾，如今我也想成为一束光，用
我的经历告诉那些暂时身处黑暗
的朋友，只要心里有光，就终有一
天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久前的杭州第4届亚残运
会开幕式上，作为亚残奥委员会
会旗执旗手，杨洪琼等8名残疾
人运动员手执会旗穿过场地。看
到这位阳光自信的女孩走过会
场，很多人想起了2022年北京冬
残奥会上的那一幕：“中国万岁！”
在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比
赛中，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杨洪
琼情不自禁地高呼。

“当时那句‘中国万岁’真
是有感而发。”杨洪琼动情地
说：“在我心里，没有强大的祖
国就不可能拿到这样的成绩。虽
然不幸意外致残，但生于这个时
代是我最大的幸福。如今作为云
南省政协委员，我想让更多人感

受到这份温暖和力量，用奋斗的青
春告白祖国。”

为梦想插上翅膀

采访正式开始时，月亮已经高高
地悬挂在夜空中，时针已指向“9”。

“从会泽回来就开始忙单位的
事，刚下班。”杨洪琼语气轻快，阳光
开朗。2022年9月，退役后的她成
为曲靖市纪委监委的一名纪检监察
干部。“因为性格比较内向嘛，我想
逼自己一下，尽快成长。”

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洪琼多次
提到人生中的诸多“没想到”。“没想
到在家甚至不能自理的自己有一天
能够走出大山；没想到自己会成为
一名专业运动员；没想到还能在29
岁的年纪从篮球运动员转项到完全
陌生的滑雪项目；没想到自己可以
拿到奥运金牌，还是3枚。”

如今距离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
已经过去近2年，“复盘过去的经历，
也许这些‘没想到’其实早已有迹可
循。”杨洪琼语气变得严肃认真。

14岁那年，一场意外导致杨洪
琼双下肢瘫痪，这个原本阳光开朗、
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孩从此人生“改了
道”，“那时候一张床几乎就是全部天
地，你可能想不到，七八年的时间，我
几乎没出过门，不想面对自己再也站
不起来这个事实。”回忆起人生中的

“至暗时刻”，杨洪琼至今记忆犹新，
“亲朋好友的爱和包容，给了我非常
多的支持，也让我开始慢慢思考未来
的人生。”

22岁那年，杨洪琼决定走出大
山，重新回到校园。“家里条件并不

好，但父母非常支持。”也是这个决
定，让杨洪琼的人生迎来了转机。
一次校运动会上，她的表现被教练
看中，从此开启了自己的体育事
业。从残疾人举重到轮椅篮球，杨
洪琼成了一名专业运动员。

当跨界跨项选拔冬残奥会备战
集训队的机会摆在面前时，很多人
劝已经在篮球项目中小有成绩的杨
洪琼三思，但已经29岁的她还是一
猛子扎了进去。“有这样的机会，为
什么不试试呢？”

“开始时每天都在摔跤，教练打
趣地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杨每跤’。”
伤疤、冻伤，从此和这个倔强的女孩
形影不离。年龄大、起步晚，杨洪琼
就靠休息时间给自己加练。夏天在
30多摄氏度的天气下挥汗如雨，冬
天又在零下20摄氏度的雪地里“睫
毛结冰”，“我不是聪明的孩子，‘笨
鸟’只能先飞，才能追上别人。”杨洪
琼说。

“前期因为对雪上项目的一无
所知，整个人是兴奋的；中期因为训
练的枯燥以及成绩一直不理想，可
能是煎熬；到后期就开始变成享
受。对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而言，每
次在雪场上都感觉整个人是自由
的，好像插上了一对翅膀。”总结自
己4年的滑雪历程，杨洪琼如是说。

4年训练，杨洪琼很少有机会
回家。北京冬残奥会拿到第一枚奖
牌的那天晚上，她给父母打去了电
话，“爸妈，我拿到牌了，以后我养你
们。”杨洪琼说，“说完我们都哭了，
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道坎，不想成
为家里的负担。如今通过努力，我
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还能给父母好

的生活。心结一下就打开了。”

以体育精神履责于行

退役近2年，杨洪琼还会常常
想起2018年全国残疾人越野滑雪
锦标赛的场景。那是她入队后的第
一场正式比赛，在一个急拐弯下坡
时，她重心一歪直接摔出了赛道，

“雪板都摔成了两半。”
“当时和一个退赛的队友紧急

借了雪板，继续滑。第一次参加比
赛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爬我也要
爬到终点。”杨洪琼笑谈间带着股倔
强劲儿。

“那天风很大，气温将近零下
20摄氏度，雪片进入手套，手马上
就僵了。”杨洪琼记得，她滑到最后
时，整个赛场只剩下教练和裁判，

“其实当时腰还是带着伤的，教练也
很担心，几次劝我弃赛。但冲过终
点线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满足。即
使是倒数第一，但我是有成绩的，没
有放弃。”

“这样的时刻很多。”杨洪琼告
诉记者，体育带给她的，绝不仅是那
些奖牌。“体验到了挑战自我、超越
极限、享受胜利的喜悦，也学会了面
对失败、坚持不弃的坚韧。带着这
样的精神，我终于不再是那个因为
困难和挫折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小女
孩。”

今年年初，杨洪琼身着一身正
装出现在云南省“两会”会场，虽然
衣着变了、身份变了，但是轮椅背后
挂着的还是那个“beijing2022”的
纪念款双肩包，“它对我有着特别的
意义，也一直提醒我自己的初心和
背后的体育精神，自强不息，战胜
自我，超越自我。”她说。

“作为政协‘新兵’，很激动也很
忐忑。政协委员不仅是荣誉，更是
沉甸甸的责任。”轮椅上的杨洪琼深
知残疾人朋友“急什么”“盼什么”，

“帮扶一名困境残疾人，就是温暖了
一个家庭。”云南省“两会”上，她积
极为残疾人发声，针对残疾人就业、
无障碍环境建设等问题建言献策。

“将近一年的政协委员经历，不
仅拓宽了视野，也逐步加深了对政
协，特别是协商民主的理解。”杨洪琼
说：“我很珍惜这个为民发声的机会，
除了为残疾人朋友鼓与呼，未来我也
希望让体育的阳光温暖更多的孩子，
为我们残疾人体育事业‘叫叫好’‘鼓
鼓劲儿’。相信以体育精神履责于
行，发挥运动员的拼搏劲儿，一定可
以交上合格的履职‘作业’，帮助更多
有需要的人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好人”“云岭楷模”“2022
年度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近
两年，杨洪琼获得诸多荣誉。“成绩
属于过去，更努力地奋斗才能赢得
未来。我如今的目标，就是做好本
职工作，同时履行好委员责任。”杨
洪琼说：“就像我一直做的那样，认
真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让自己
没有遗憾，剩下的交给时间。”

““用奋斗的青春告白祖国用奋斗的青春告白祖国””
——访冬残奥会冠军访冬残奥会冠军、、云南省政协委员杨洪琼云南省政协委员杨洪琼

本报记者 郭帅

本报讯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慈善基金
会近日举行聘请仪式，邀请3位来自相关领
域的区政协委员担任法律顾问、文化顾问，
3位委员将共同各取所长、各尽所能助力滨
湖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滨湖区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程红表示，
邀请政协委员中的专家担任法律顾问、文
化顾问，是依法行善的重要保证，更是弘
扬慈善文化的重要举措。

滨湖区政协副主席周军说，区政协将一
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滨湖慈善事业的发展，
充分发挥自身凝心聚力的团结优势、人才荟
萃的智力优势、联系广泛的界别优势，积极
做好宣传和发动工作，引导更多政协委员投
身到慈善事业中。

活动当天，滨湖区政协委员、无锡灵山
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文还为首期滨湖慈善大
讲堂开讲第一课。 （何基刚）

无锡滨湖慈善基金会聘请政协委员担任顾问

杨洪琼近日到会泽县第一中学校进行残奥会精神宣讲，活动深受
学生们欢迎。 受访者供图

“我们举办这场活动的目的
是消除残健之间的隔阂、壁垒，
创造彼此间交流学习机会，增进
相互了解与包容。为残疾人和健
全人创造一个彼此看见、平等了
解、相知相融的机会。”12月5
日，厦门市残联理事长许霖在首
届“爱心厦门—残健融合市民
节”启动仪式上说。

在国际残疾人日期间，厦门
市残联首创“爱心厦门残健融合
市民节”，开展了“音爱相伴·
逐梦同行”音乐舞蹈诗、“点亮
星空·守护未来”荧光伴跑融
合、“书香有爱·诵读无碍”音
乐诗歌朗诵会、“邻里搭把手·
屿你共前行”残健共融互助、

“聆听画音·看见心声”精神残
疾预防宣教5大系列残健融合活

动，活动吸引了众多厦门市民积极
参与，增进了残疾人和健全人之间
的相互了解。

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扶残助残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当
前，厦门市残疾人事业飞速发展，
以城市“无碍”推动社会“有
爱”，全社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残疾人
积极参与融入社会的各行各业中，
创造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厦门有 4.9 万多的持证残疾
人，在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共享
发展成果的过程中，搭建残健融合
的桥梁，有助于残健群体共同绘就
厦门残健共融的动人画卷，共享美
好生活。”活动主办方介绍说。

据了解，在“爱心厦门—残健

融合市民节”多项系列活动中，主
办方始终秉持“残健融合”的理
念，在各项系列活动中残疾人和健
全人互相协作，共同完成活动。在

“音爱相伴·逐梦同行”音乐舞蹈
诗活动中，从策划、演职人员到观
众，都是一半残疾人、一半健全
人，残健艺术家的才情通过艺术融
汇在一起，展示了残健融合的艺术
魅力；“邻里搭把手·屿你共前
行”残健共融互助活动则侧重在社
区的残健融合，注重发挥残疾人的
优势，吸收残疾人加入邻里互助队
伍，让残疾人真正融入社区。这些
活动让残疾人和健全人有更加深入
的了解，让健全人看见残疾人坚强
勇敢，感受到残疾人努力拼搏不服
输的精神力量；也让残疾人拓宽视
野，提升社会生活能力，更好地融

入社会。
“这场活动让我们深受鼓舞，

不仅展示了残疾人朋友多才多艺
的一面，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
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被对待、被认
可，我们可以和他们做朋友，共
创美好未来。”参与此次活动的视
障人士常光军说，“残健融合市民
节”为爱心厦门增添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持
续下去。

“残疾人事业需要改革创新，
为此我们不断开拓残疾人事业发展
新路径，推进残健融合，以此营造
更加友好包容的社会环境。”许霖
表示，厦门市残联将推动残疾人事
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奋力“跑
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为残
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城市“无碍”推动社会“有爱”——

厦门首创“残健融合市民节”
本报记者 照宁

本报讯（记者 郭帅）连日来，在江
苏省常熟市，一条将慈善事业与爱国主义
教育有机结合的线路，引来80多个市内
外团队前来学习参观。

常熟市打造的这条“慈善线路”上，
包含了慈善超市项目、青少年公益视力保
护工程项目以及常熟慈善文化园实体阵
地、市慈善总会慈善成果展等内容。人们
走完线路全程便能一睹常熟的慈善风采全

貌，从一个个鲜活的慈善事例中感悟新时代
爱国主义精神，深切体会大众慈善的磅礴力
量。

据了解，常熟市慈善总会坚持“物质慈
善、文化慈善”两手抓，着力打造“江南福
地善美常熟”慈善品牌，2017年至今累计
募集款物 5.41 亿元，惠及群众 20.6 万人
次，“小城大爱·善美常熟”已成为城市的
亮丽名片。

江苏常熟：打造爱国主义教育“慈善线路”

连日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政协组织机关干部职工、政协委员们走村入户开展“暖
冬行动 守护民心”暖冬惠民活动，面对面宣传医保养老、乡村振兴等政策，为独居老
人、孤儿、低保户、残疾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人员，送上棉被、棉衣等御寒物品和生活物
资，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图为慰问困难群众现场。 贾宁 周超华 摄

““暖冬行动暖冬行动””帮扶困难群众帮扶困难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