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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仪（左）用手语与听障人士沟通，帮助他们解
决问题。 受访者供图

萧瑞杰或电话与对方沟通、或上门拜访，
细致了解盲人朋友多元化的需求。受访者供图

在陈杰斐的用心经营下，早餐店帮助6
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年纯收入达20多万元。

受访者供图

焦点

让更多人让更多人
““看见看见””他们他们
““听见听见””他们他们

““单手单手””烹饪美味人生烹饪美味人生，，打开打开
视障同伴的数字之窗视障同伴的数字之窗，，用手语为用手语为
听障群体链接世界……我市评出听障群体链接世界……我市评出
首批首批““中山市最美残疾人中山市最美残疾人””

55月月2121日是第日是第3333次全国助残日次全国助残日。。中山市聋人协会主席中山市聋人协会主席、、中山最美残疾人郑玉仪中山最美残疾人郑玉仪1919日联合坦日联合坦

洲镇残联洲镇残联，，顶着烈日一口气慰问了顶着烈日一口气慰问了1212户听障家庭户听障家庭，，不小心病倒了不小心病倒了。。但通过走访但通过走访，，她了解有两户困难她了解有两户困难

残疾人近日正遭受困难残疾人近日正遭受困难，，她准备联合当地政府和社区着手解决她准备联合当地政府和社区着手解决。。““我们残疾人比一般人的信息闭我们残疾人比一般人的信息闭

塞塞、、求助意识弱求助意识弱，，我虽然听不见我虽然听不见，，但希望尽己所能但希望尽己所能，，让更多人让更多人‘‘听见听见’’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声音。。””

残疾人是中山这个文明大家庭的一员残疾人是中山这个文明大家庭的一员，，他们有着平等地他们有着平等地、、有尊严地参与有尊严地参与

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朴素愿望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朴素愿望。。然而然而，，每个人的残疾类型不同每个人的残疾类型不同，，障碍程度不障碍程度不

一样一样，，他们要实现这一愿望面临着不同的困难他们要实现这一愿望面临着不同的困难。。近日近日，，中山市在庆祝全中山市在庆祝全

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中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中，，评选出评选出1010名名““最美残疾人最美残疾人””。。记者走进部记者走进部

分最美残疾人的生活分最美残疾人的生活，，感触他们向阳而生感触他们向阳而生、、自立自强自立自强，，

还不忘帮助他人的人生态度还不忘帮助他人的人生态度。。

统筹统筹//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钧钻徐钧钻
采写采写//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雪琴陈雪琴 付陈陈付陈陈 袁婵袁婵 江慎诺江慎诺

“只要手机、电脑出了问题，找
阿杰准没错。”这是认识萧瑞杰的盲
人朋友的一致感受。

萧瑞杰是一名先天性视力残疾人。从计算
机专业毕业后，萧瑞杰就开始思考：“如何用更
简单、更容易的方式，让盲人朋友从网络中获
取信息。”

2010年，萧瑞杰通过请教有经验的朋友、
在网络上下载资料，耗时 1年自学盲人电脑
及手机读屏软件的调试，并通过业余时间上
门调试、电话协助等方式，帮助盲人朋友解决
相关难题。

“看到他们因畅游网络世界而发出的真
诚笑声，我感到开心与自豪。”萧瑞杰说，他习
惯利用周末或晚上进行一对一教学，培养盲
人朋友对信息无障碍的学习兴趣，让他们乐
于学、主动学。

目前，萧瑞杰是中山市盲人协会委员，也
是大涌镇残疾人联合会专职委员。平时，他们
会收集残疾人的基本信息，并不定期进行更
新。了解基本情况后，萧瑞杰或电话与对方沟
通、或上门拜访，细致了解对方多元化的需
求。除了在生活方面提供种种帮助外，萧瑞杰
还关注残疾人的就业需求，给他们介绍合适
的工作。

“去年，我成功介绍一名肢体残疾人进厂
工作；上个月，我走访了 3名精神疾病康复
者，为他们提供了就业平台，帮助他们逐渐找
回自尊。”说起这些，萧瑞杰很是兴奋。今年年
初，萧瑞杰又广泛链接社会资源，拜访厂企老
板，与对方协商提供一些公益性物料，给平时
托管在康园中心的残疾人组装加工，推动大
涌镇康园中心工疗项目顺利开展。

“我们主要从厂企拿一些简单的花束等
需要拼装的产品给他们做，让他们以娱乐的方
式参与到工作中，既能缓解他们烦躁的情绪，
更好地达到康复的目的，也能获得一定收入。”
萧瑞杰说，运输量不大的时候，他还会每天跑
到厂里去领取物料，等残疾人组装好，又将产
品送回工厂。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长期固定为
该中心的十余名残疾人提供手工物料。

如今，已先后获得广东省第六届残疾人运
动会男子1500米铜牌、考取“保健按摩师四级
证书”等的萧瑞杰，希望不断挖掘适合残疾人
的项目，在扶残、助残道路上不断前行。

凌晨3时的闹钟
准时响起，家住三角镇上南
街的陈杰斐简单洗漱过后，便像往
常一样奔向自家的早餐店，磨豆浆、切猪肉、
拌调料和摆放桌椅。与他同行的还有父母，三
人默契配合，小店的后厨很快便香气四溢。

1个小时后，清晨的阳光照进店面，店
内迎来了第一批客人。“他们都是附近的渔
民，经常天不亮就要出海捕鱼，是我们店里
的常客了。”陈杰斐一边介绍，一边熟练地单
手做好了一份肠粉。端上桌后，又赶着制作
下一份，直到接近中午，他才有空歇一歇。

陈杰斐出生于 1992年年底，毕业于天
津职业工程师范学院机自一体专业。2011
年从事机械设计工作，负责设计图纸和加
工，2016年年底因工伤事故致左上臂截肢，
住院休养月余。“当时整个人是很受打击
的，为了调节情绪，我决定换个环境工作。”
陈杰斐说，考虑到家庭开销较大，他出院没
多久就开始四处寻找出路，最终决定自己
创业。2017年年初，陈杰斐在家人的支持下
在三角镇结民市场旁开了一间早餐店，努
力学习炸油条，两年后又开始尝试做肠粉。

经过6年的勤学苦练，陈杰斐已经能够
独当一面，在他的用心经营下，早餐店还帮
助 6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年纯收入达 20多
万元。他身残志坚做肠粉、走出自主创业致
富路的励志故事很快在三角镇传为佳话，
2020、2021年连续两年被评为三角镇残疾
人先进个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依然能够快速
地适应新生活并走出一条新路子，陈杰斐
认为除了家人的陪伴与鼓励外，也与自己
的某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特别喜欢
民乐，从高中时期就开始学二胡了，学这个
没有别的窍门，就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反复
练习、摸索。”陈杰斐说，这七八年的学习经
历，对磨炼个人意志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当
他遇到新挑战时，他总会以此来激励自己，

“只要找到了方法，并持之以恒地钻研，就
一定能做好”。

谈到未来，陈杰斐充满期待：“希望将
来能够在事业稳定的基础上，和朋友开一
间琴行，从事民乐教学工作。”

“我听不见世事纷杂，
也不会口若悬河、巧言令色，但

所幸我能看到山花烂漫，感受人
间温暖，我想尽我所能，将爱与温暖

传递给像我一样的人。”5月18日下午，
东区街道康园中心，靠着一台手机、一支笔

和一张白纸，记者与中山市聋人协会主席郑
玉仪开启了一段无声的采访。

1岁时，郑玉仪被确诊患有难以治愈的神经
性耳聋。生活在无声世界的郑玉仪，深知自己与普

通人不同，但在家人和老师的帮助下，她乐观积极，遇
到问题迎难而上。2010年，19岁的郑玉仪以超过录取
线 40多分的总分考上了残疾人学校中的“清华”——
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成为中山首位聋人本科生。

2014年，大学毕业后的郑玉仪在火炬区残联推荐
下，成为火炬区社区康园中心一名社工助理。她说：“那
个时候好多事情都不会做，全靠请教同事，他们教我如
何筹备活动，如何更好服务残疾人，在同事和领导帮助
鼓励下，我进步很大，很快便能独立开展各种活动。”

2018年，郑玉仪当选为中山市聋人协会主席，当
选当天中山市残联领导告诉她，要全心全意为听障人
士服务，帮助同伴更好地融入社会，她记忆犹新。

“全市有3000多听障人士，他们听不见说不出，大多
数也不会用通用手语，我深知他们的无奈，我想尽可能多
帮助他们。”郑玉仪回忆，有一次火炬区张家边派出所来了
一位听障人士，他不会写字，一个劲地比划手语，警察花了
两个小时仍然没有弄清楚情况，大家心里都很着急。郑玉
仪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和同事一起来到现场，通过手语
与其沟通，并翻译成文字给警察看，最终才解决了问题。

5月19日，她联合坦洲镇残联，一个下午跑了12户
听障家庭。其中一户听障家庭，夫妻都是听力一级，大女
儿是健全人士，今年8岁；二女儿是智力及肢体二级残
疾，今年5岁。夫妻二人都想帮助二女儿报读残疾儿童
的幼儿园，无奈离家太远了。“目前我们希望通过链接志
愿者上门帮教，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到了适龄阶段，还
要继续跟踪，帮助他们报读中山市的特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