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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听障孩子们的梦想让听障孩子们的梦想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一个晴好的秋日上午，北京北部中关村
创业小镇的一个沿街店铺，阳光穿过宽大的
玻璃窗倾泻而入。店内七八个人围坐在长桌
旁，正为当天的开业做准备。

这个小店窗户上挂着“彩虹天使咖啡屋”
的标识。创办人是来自台湾的全职妈妈李绍
嬅，店里手工制作台湾点心，所有的点心师傅
都是听障残疾人。

几年前，李绍嬅跟随丈夫迁居北京。毕
业于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的她，在台湾金融
业有将近10年的工作经验。来北京之后，李
绍嬅做起全职妈妈。六年前，她与听障残疾
人相识，从此，她开始了领着一群听障青年靠
烘焙手艺探索自立的艰难之路。

“和听障孩子说过的话要做到”
2016年，读小学的大女儿一项“学雷锋”

作业，让李绍嬅第一次来到北京市海淀区的
天云听力康复中心，那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
地的听力障碍孩子。“我当时的志愿活动就是
陪听障孩子们玩，教他们演戏，让他们觉得

‘哦，原来我也可以有机会当主角’，而不是仅
仅看别人演戏。”李绍嬅说。

每周两次去康复中心做志愿者的李绍嬅
发现了一件事情：听障孩子们不断“手心向上”
向捐助者拿东西。可是，当他们十二三岁后，
就“伸不出手了”，觉得“好像我在和小孩子抢
东西”，但是他又需要。李绍嬅能够感觉到，他
们心中有一个渴望：“我不要再向人家伸手，其
实，我是可以‘手心向下’自食其力的。”

李绍嬅对听障孩子们说：“现在我们要做
一个全新的事情。”她向康复中心的校长借了
一间教室，开始教听障孩子们做台湾点心。

但是，“烘焙课堂”开始后，李绍嬅才意识
到，面前这群孩子跟她想象中还是有很大差
距的。有些听障孩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缺少
基本的生活常识，仅“加盐2.5g”这一项，孩子
们就学了4个月才弄明白。“他们连盐和糖都
不认得，而且，需要告诉他们2.5g是什么概
念。刚开始，他们甚至以为中间的小数点是
个脏东西，用手抠这个点，后来做出来的东西
很咸，因为加了25g盐。”

李绍嬅曾一度觉得“教不下去”，正当她
想放弃时，一个叫天浩的听障小男孩的事情
改变了她的想法。

“天浩那个时候才10岁。我每次带孩子
们演戏时，这个小男孩都很高兴地跑过来。”
但是，有一天，他跟我说：“老师，我今天不跟
你演戏了，我要坐在那边等一个姐姐。”李绍
嬅看到小天浩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她想起上
周，一个志愿者姐姐拿着拍立得相机“啪”的
一声，拍出一张照片送给了天浩，还跟他说：

“我下周还来看你哦，还给你照相。”
可是那天，在李绍嬅领着其他听障孩子

玩了三四个小时表演游戏出来后，天浩还坐
在那里。

“姐姐呢？”李绍嬅问。小孩天真地说：
“她今天没有来。”之后，第二个礼拜、第三个
礼拜，小天浩依旧坐在那里等。到第四个礼
拜，李绍嬅跟孩子们玩完游戏出来，见到天浩
说：“小天浩今天还是没跟我们玩哦！”只见小
天浩低头看着照片，掉着眼泪说：“她骗我”，

接着把照片撕掉了。
从那一刻，李绍嬅意识到，和听障孩子说

过的话要做到。你让一个听障孩子失去信任
的时候，他可能对所有的人和事都失去信
任。虽然教听障孩子们做点心学自立很难，
但是她如果跟那位姐姐一样“说到不做到”，
那么，这些听障孩子都可能对这个世界失去
信任。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听障孩子，李绍嬅开始
对孩子们进行家访。一次，李绍嬅开了7个多
小时车，从北京来到河北隆化一个住在山区的
听障学生家里。孩子妈妈对她说：“老师，我们
需要的不是人家捐给我们一个耳蜗或助听器，
而是我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工作。”就因为这份
家长的期待，李绍嬅决心领着学做糕点的听障
孩子继续走下去，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不放弃
自己，我就不放弃你。”

“把他们带出来，才能兑现那
位妈妈‘给孩子一个工作’的承诺”

刚开始跟李绍嬅学做点心的听障孩子很
多，可是后来越来越少。在听障康复学校里，
每到礼拜六、礼拜天，这些听障孩子都面临着
艰难的抉择，一边是李老师召集他们学做各
种点心，不同的点心制作方法又不同，学起来
很辛苦。另一边是叔叔阿姨姐姐们拉着横
幅，堆着小山似的孩子们爱吃的东西，招呼

“小朋友快来拿东西了”。越来越多的人从李
老师这边走向那一边。

慢慢地，留在李绍嬅身边学手艺的是那
些年纪大、文化低的人。他们学会了做点心
之后，问李绍嬅：“老师，然后呢……”李绍嬅
说：“然后，我帮你们卖啊！我会让你们感觉
到，其实很多人认同你们的手艺。”

为了向这些听障学员们证明“当然有人
要吃他们做的点心”，李绍嬅领着她的女儿，
以及女儿的几个同学站在路边卖了两个小
时。“那天拿了十盒饼干，一盒都没卖掉。”来
来往往的人不断地发出三个疑问：“你说这是
听障人士做的，怎么证明不是骗人，说不定是
你们自己做的。”“这吃的东西，你们有‘三证’
吗？干净吗？”“既然你说要帮助听障孩子，那
我捐款给你们不是更简单吗？”

李绍嬅说：“我们不想要捐款，我们想要
的是你愿意吃这些糕点，愿意花钱买听障孩
子做的东西。这就是对他们的认同。”

2018年，在海淀区政府和一些朋友的帮
助下，海淀区温泉镇的一家农庄为他们拨出
了一间屋子。李绍嬅在征得康复中心和家长
们的同意后，带着听障中心三个年龄不同的

“听障青年”，在农庄开了一间咖啡屋。
将他们带出来后，李绍嬅才发现“麻烦大

了”。她不仅要充当老板、老师，甚至还是“老
妈”。每天，李绍嬅送自己的两个女儿上学
后，都飞奔到农场，从教这几个“大孩子”上班
穿好工作制服、擦桌子、擦玻璃，提醒他们做
点心要戴口罩，到中午和晚上休息时，教他们
认识各种蔬菜，学会做饭，自食其力……

2019年，就在李绍嬅压力大得要撑不下
去的时候，一些到农庄玩的人，因为好奇走到
这个咖啡屋，知道了他们的故事。一个、两
个、三个……越来越多的律师、大学教授、企
业家、医生、教师等不同行业的人开始成为咖
啡屋的志愿者，他们每周来咖啡屋一两次，跟
李绍嬅一起“陪”三个听障师傅学习怎么生
活、工作，帮着咖啡屋做一些诸如包装糕点的
活。

2020年4月，咖啡屋从农庄搬到现在的
中关村创业小镇。李绍嬅和5个朋友每人出
资10万元，一共60万元注册了“虹彩天使文
化科技有限公司”，为这间“彩虹天使咖啡屋”
办了第一张食品证，几位师傅正式被咖啡屋
聘用，开始有工资和社保。

今年，彩虹天使咖啡屋又招来两个40多
岁，同样患有听障的女学徒邹燕和王静。身
穿橘色制服的她们会做的糕点还很有限，她
们希望能学会制作更多糕点，换上属于“资深
师傅”的白色制服。

“从‘手心向上’变成‘手心向
下’，他一时间还意识不到”

咖啡屋最年长的糕点师傅是烘焙组长王
斌，他管理整个后厨的事情。以前在老家，他
喜欢喝酒抽烟，常常有一餐没一顿。他的妈
妈知道儿子成了糕点师傅时很惊讶，李绍嬅
对她说：“你可以来咖啡屋看看你儿子的改
变。”

王斌妈妈来的那天，恰巧两位台资企业
的总经理因为吃到了王斌做的坚果塔点心，
辗转找到咖啡店，请求王斌师傅教他们做好
吃的坚果塔。看到这一幕，王斌妈妈眼神放
光地对着李绍嬅说“这是我儿子”，满脸骄傲。

“我们教他们做点心，他们自立起来后，
其实支撑起的是整个听障家庭的希望。”李绍
嬅说。

王斌有个儿子，以前每年儿子生日时，他
都告诉李绍嬅：“老师，我儿子要过生日了。”
意思是让李绍嬅给他包个红包，他要买生日
礼物。去年儿子生日时，他依旧像以往一样
告诉李绍嬅，她说，你现在有工资了，你可以
自己买。王斌这才意识到可以用自己的工资
给儿子买生日礼物了。

“所以，你让他从‘手心向上’变成‘手心
向下’，他一时间还意识不到。”王斌用自己的
工资给儿子买了一个电话手表，那几天他特
别高兴，对李绍嬅说：“老师，我儿子的生日礼
物是我买的。”从过去别人捐助东西时的“你
可以拿”，到现在靠手艺养儿子的“你可以
给”，王斌有了当爸爸的尊严。

今年20岁的点心师傅云峰，是一个很有
才华的听障青年，很会画画，喜欢看书，会唱
歌也会写歌。2018年，听力康复中心从通州
搬到房山时，李绍嬅认识了当时17岁的云
峰。李绍嬅要教他做点心时，云峰有点看不
上，他觉得自己的手是干艺术的手，他的梦想
是成为画家或歌手。学着做了一段时间的点
心，云峰就回家了。

原本云峰父母准备送他上美院，可由于
家里并不宽裕，他开始放弃自己，画笔也不拿
了，书也不看了，有一年的时间沉迷于手机。

云峰的父母给李绍嬅打电话，希望让云
峰重新回到咖啡屋。那时正是疫情最严重的
时候，咖啡屋从农庄搬出来重新开店，新店又
连续亏损数月，直到中秋节后，咖啡屋刚刚能
喘口气，李绍嬅就决定接回云峰。

云峰刚回来时，眼睛都不敢看别人。当
他看到以前嫌弃的又老又没文化的烘焙组长
王斌已经会做很多点心时，云峰开始虚心学
习。他白天学做点心，晚上画画。三个月后，
云峰画了一幅名叫“蜕变”的画，画的四角是
咖啡色，代表咖啡屋，上面有几只小蝴蝶，代
表几位听障师傅，中间一只五彩的大蝴蝶是
李绍嬅，飞舞在橘黄色的光芒中。云峰想说，
李老师带领他们在咖啡屋让梦想发光。

李绍嬅请大学生志愿者把那幅叫“蜕变”
的画做成了明信片挂在店内爱心墙上，还以
这幅画中心的大蝴蝶作为主要元素制作糕点
的包装盒外套。

云峰还给咖啡屋写了一首歌，歌中唱：从
一开始经过咖啡屋，好像看到彩虹的光芒，安

静的角落多么美好，让我和从前不再一样，小
小天使有一双翅膀，她的眼睛温柔又明亮，她
教我用双手，给爱我的人带来希望……

“我们不只是给孩子们岗位，
而且是真正扶持他自立”

刚搬到中关村创业小镇后的头几个月，
店里没什么生意，每个月固定支出至少6万
元，当初创办企业的60万元很快所剩不多。
去年，就在咖啡屋要关门时，恰好临近中秋
节，1000盒的坚果塔大订单挽救了濒临闭店
的咖啡屋。

当初，咖啡屋的一块苹果酥卖10块钱，
大家都说很贵，劝李绍嬅在网上买些蛋挞液
做蛋挞卖，但她想用更珍贵的食材，做更“高
级”的点心。当看到台湾坚果塔卖得好，她回
来也尝试做坚果塔，推到市场后，15块钱一个
的美味坚果塔立刻拥有了一群铁粉，一直到
现在也是咖啡店卖得很好的一款产品。

“上个月，一个论坛会议又订了100盒坚
果塔，所以，当时的选择很关键。我到底是领
他们选简单的路，卖点便宜的东西，还是帮他
们走一条长长久久的路，一条虽然辛苦但不
会随便被替换掉的路。”如今李绍嬅每次看到
坚果塔，都很庆幸当初的坚持。“坚果塔是我
们‘坚守信念的果实’。”她笑着说。

“其实咖啡屋生存到现在，也
是两岸公益的力量”

“一路走来，其实咖啡屋生存到现在，也
是两岸公益的力量。”李绍嬅说。当初，因为
要给女儿办入学，李绍嬅找到了北京市台湾
办事处，后来台办又给她介绍了一些台商，包
括在北京工作学习的台湾青年，这些台商和
台湾青年尽己所能帮助咖啡屋。

一位北师大博士导师，每周主动担起了
扛面粉的活，成了咖啡屋里“教授级面粉搬运
工”。

李绍嬅女儿所在小学的书记偶然间从朋
友圈里看到了她和听障师傅的故事，从2017
年开始，就持续关注他们，并领着学校老师、
学生、家长来参加咖啡屋的各种活动。

2021年，支付宝联合饿了么、网商银行
等共同发起“支付宝蓝风铃计划”，支持听障、
视障、残障人士，无障碍做生意。“彩虹天使咖
啡屋”收银台上，有一台平板是支付宝捐赠
的，顾客可以点上面的语音按键，说的话会转
变成文字，玻璃墙上贴有支付宝设计的汉字
或手语提示图，方便顾客和听障师傅交流。

今年50多岁的Tina，是北京一所初中的
退休数学老师，她先生是一位来内地做生意
的台湾人。

“我年轻时，当老师一个月工资才100多
块钱，我一年拿出300块钱捐给希望工程。”
Tina说。2009年，在先生的引荐下，她结识
了李绍嬅。“当时李老师每周两三次从海淀的
家里坐公交去通州听力康复中心教孩子们做
点心，这份坚持太不容易了。我自己一辈子
教书育人，但只是在课堂上传授学生知识，没
想到公益其实也可以‘授人以渔’。”现在，Ti-
na把家搬到咖啡屋附近的小区里，每天到店
里帮忙处理店内外事务，并自嘲是“小白鼠”，
品尝店里研发的新品糕点面包，与李绍嬅一
起研究改进糕点的配料和工艺。

咖啡屋一方面希望社会给予他们支持，
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向社会表达爱心。咖啡
屋已连续四年参加“众爱基金会”举办的专门
帮助心脏病儿童的慈善会。

“我们以前去，是主办方希望我们被更多
人看见。后来，我们主动提出在慈善会上卖
咖啡屋点心，所得收入全部捐给心脏病儿童，
就是想让听障孩子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
价值的人，他们的手艺不仅能帮到自己，还能
帮到更多的人。”

李绍嬅说，她希望未来每两三个听障师
傅中就能够培养一个店长，然后让店长领着
两三个人出去开个门店，让他们不只是自食
其力，还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事
业。“希望门店能够越开越多，提供给更多听
障青年就业机会，让他们可以融入社会，回馈
社会。他们的人生也能如雨后彩虹一般，绽
放出美丽动人的生命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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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天使咖啡屋：

“彩虹天使咖啡屋”位于北
京中关村创业小镇，店中所有的
点心师傅都是听障残疾人。咖
啡屋的创办人是来自台湾的李
绍嬅，六年前，她与听障残疾人
相识，决心带领听障青年以烘焙
手艺探索自立。

李绍嬅希望，未来门店能够
越开越多，提供给更多听障青年
就业机会，让他们可以融入社
会，回馈社会

咖啡屋听障糕点师傅正在制作糕点咖啡屋听障糕点师傅正在制作糕点。。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监测发现15款违法移动应用

新华社兰州11月3日电（记者张
文静 马莎）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
医院、核酸检测采样点、集中隔离点等
产生的涉疫医疗废物究竟去哪里了？
答案是：经过医废“终结者”的专业收
集、安全转运，它们得到高效处置。

55岁的石海云是甘肃金创绿丰
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运输部司机。他所
在公司负责兰州市医废处置工作。10
月18日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全市医废
产生量增多。他和同事们坚守工作岗
位，负责医废的收集和转运。

清晨，穿戴好专业防护装备，石海
云和押车同事从公司出发，开始一天
在市区内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采样
点的医废收集和转运。他们克服穿着
密闭防护服带来的不便，小心翼翼地
将医废周转箱抬上货车，并挨个放好，
清点后立即返回公司。

医废不等人。石海云和同事经常
顾不上吃饭，甚至来不及上厕所，一天
医废收集、转运10多趟是常事。

公司车辆调度负责人刘宏说，疫
情发生后，现有15台运输车辆难以满
足全市医废收运能力，兰州市生态环
境局等部门又积极协调医废转运车辆
77台，总共92台车辆投入全市医废转
运，做到医废收集转运24小时迅速响
应。

运输车辆返回公司后，工作人员
对车辆和周转箱全面消杀。接下来，
处置车间员工李健和班组同事承担起
整个处置过程中最累的医废上料环
节，每个班组要抬放约10公斤重的医
废周转箱近800箱。一天下来，连腰
都直不起来。李健说，自10月18日以
来，他和同事们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但
大家知道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卸料完成后，这些医废就进入最
后一道程序——涉疫医废进入焚烧处
置线，普通医废进入高温灭菌应急处
置设施，做无害化处置。

该公司有一条15吨/日医废焚烧处置线和一
套医废高温灭菌应急处置设施。处置车间主任张
洁璞告诉记者，拿焚烧处置线来说，医废进入回转
窑焚烧炉，在850℃~1000℃高温下经过足够的时
间充分燃尽后排出炉渣，产生的烟气经过余热锅
炉、急冷塔、脱酸塔等后续工艺净化后达标排放。
高温灭菌应急处置设施采用高温蒸汽灭菌工艺，
医废进入灭菌室后，经高温蒸汽消毒灭菌，实现无
害化处置。

公司董事长刘晨介绍，目前，两条线同时开
启，24小时不间断运行。自10月19日至31日，
公司累计收集处置了440多吨医废。他说，连日
来200多名转运、处置员工全部吃住在公司；会议
室、机关办公室等也被临时改为宿舍，供员工休
息；食堂24小时开放提供餐点。公司上下将全力
守好疫情防控的“最后一道防线”，筑起抗疫的“铜
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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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1月3日电（记者 张建新）国
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通过互联网监测
发现15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违反
《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
私信息。

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全部隐私权
限，涉嫌隐私不合规

涉及13款App如下：
《坚果云》（版本4.23.3，360手机助手）、《鱼

耳语音》（版本5.23.5，360手机助手）、《停车百
事通》（版本5.1.9，OPPO软件商店）、《秀动》（版
本 4.9.1，vivo 应用商店）、《鲁班乐标》（版本
6.9.4，vivo应用商店）、《马拉马拉》（版本4.7.16，
vivo应用商店）、《最美天气》（版本7.1.1，vivo应
用商店）、《足球财富》（版本4.3.2，华为应用市
场）、《91体育》（版本3.8.5，华为应用市场）、《手
心输入法》（版本3.5.0，华为应用市场）、《星途
生活》（版本2.0.004，魅族应用商店）、《潮玩家》
（版本3.3.6，应用宝）、《众托帮》（版本3.9.3，应
用宝）

App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未做
匿名化处理，涉嫌隐私不合规

涉及1款App如下：
《一罐》（版本3.14.9，应用宝）

未提供有效的更正、删除个人信息
及注销用户账号功能，或注销用户账号
设置不合理条件，涉嫌隐私不合规

涉及4款App如下：
《鱼耳语音》（版本 5.23.5，360 手机助手）、

《手心输入法》（版本3.5.0，华为应用市场）、《星
途生活》（版本 2.0.004，魅族应用商店）、《大头
娃娃》（版本2.7.0，应用宝）

未建立并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
诉、举报渠道，或超过承诺处理回复时
限，涉嫌隐私不合规

涉及1款App如下：
《星途生活》（版本2.0.004，魅族应用商店）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
中心提醒广大手机用户要谨慎下载使用以上违
法、违规移动App，同时要注意认真阅读App
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说明，不随意开放和同
意不必要的隐私权限，不随意输入个人隐私信
息，定期维护和清理相关数据，避免个人隐私信
息被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