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工坊咖啡吧，梦开始的地方。

品一口由“殷总”调制的招牌拿铁，

正被感动包围的我，听到一个更震撼的

“新闻”：除了那位行动不便的女孩需要

父母接送，其余6位特殊员工都能独立

走完上下班的路途。

要知道，他们中有唐氏综合征患

者、有自闭症患者，有人住在川沙、有人

住在金桥，到位于周家渡社区的咖啡

吧，单程大多要1个小时，有的还需要换

乘轨交或公交。但那名“星星的孩子”

却一脸骄傲地大声宣布：“我可以自己

照顾自己，我相信我做得到！”

从校门到企业之门，从家门到咖啡

吧的大门，这7名特殊学生走向独立的

一小步，恰恰是浦东这片改革热土打造

高品质生活的一大步。

一位辅读学校的资深教师告诉我，

十几年前，她带着学生走出校门去附近

的公园做活动，往往要遭遇路人异样的

目光，有人对着孩子的长相指指点点、

有人还会说些风言风语，这一切，都让

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她，心里很不好

受。如今，做了十几年特教老师，她再

也不怕带孩子们上街了，越来越多的融

合活动，让公众逐渐看见、理解特殊孩

子和他们的家庭，他们不再被嫌弃，反

而会得到加倍的关爱和照顾。

从特教老师亲历的改变中，我明白

了为什么这 7 位无法外向求职的特殊

毕业生，不仅可以拥有“找到工作”的幸

运，更能自信勇敢地独自走在上下班的

路上。辅读学校的老师教会了他们基

本的生存技能，给了他们走出家门的底

气。而他们走出家门的勇气，则来自于

越来越多的浦东人给予的包容和爱。

采访中，我听到多位特教老师说，

最不愿意看到自己带过的学生在毕业

后“又回到家里去”。因为一年的居家

生活，就很可能让他们花费几年才辛苦

习得的生活交往技能和行为规范彻底

荒废，从此“闭门不出”。

让特殊人群有底气、有勇气走出家

门、走进社会，拥有“非特殊化”的有尊

严的生活，这是特教老师的心愿，也是

大多数特殊家庭的梦想。

如果没有企业家的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新区辅读学校跨前一步的勇于尝

试，梦工坊咖啡吧也许永远只是一个

梦。如今，梦想成真了，而要让这个梦

想真正惠及更多特殊孩子，还需要得到

更多人的支持：或许是去店里买一杯咖

啡、或许是路过时给迎宾员一个微笑；

或许是转发朋友圈，让更多人知道浦东

有一家梦工坊咖啡吧。

我相信，每一份小小的付出，都将

推动我们这个城市文明的进步。让特

殊人群拥有“非特殊化”的有尊严的生

活，浦东在努力，我们在路上。

■本报记者 吴燕

成山路 345号，全市首个心智障碍青

年支持性就业基地——梦工坊咖啡吧在

这个初夏悄然开张。简洁的中文招牌，黑

框的落地窗，看起来它与普通咖啡馆没啥

不同。然而，只要推门而入，你便会感受

到这里的不一样。

咖啡吧的时光过得“有点慢”。除店

长外，其余 7位员工都是刚从浦东新区辅

读学校毕业的特殊学生，他们有不同程度

的智力和肢体障碍，工作的节奏和速度，

总是“慢一拍”。

咖啡吧里的空气却是“这么暖”：在这

个两百余平方米的空间里，特殊孩子获得

了自食其力、接触社会的珍贵机会，并从

每一天的劳动中，感受到了接纳与尊重。

特殊学生的就业梦想，就这样伴随着

浓浓的咖啡香，照进了现实。

上午毕业下午就业
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6月28日，对沈程、秦佳晨、万初鹏、王

颖异、杨安昆、吴薇、殷昊7名同学来说，是

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上午，他们从新区

辅读学校正式毕业；下午，他们的监护人便

和梦工坊咖啡吧签署就业协议，这些孩子

被聘为正式员工。于普通人而言，就业只

是人生中的一个选择；但对于这些特殊毕

业生来说，这份工作合同，是比金子还珍贵

的礼物。

在新区辅读学校，“唐宝宝”秦佳晨度

过了 12年，他将这里视为第二个家，教过

自己的每一位老师被他视为家人。“儿

子患有唐氏综合征，4岁不会走路，6岁还

不会叫爸爸妈妈，我们真担心没有学校会

接纳他。”回想起儿子刚入学时的情形，秦

妈妈还是忍不住落泪。当她带着儿子来

到辅读学校，校长和老师询问情况后微笑

地表示：“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吧。”那一

刻，秦妈妈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这些年，辅读学校的老师给予了秦佳

晨耐心细致的教育以及无微不至的照顾，

甚至让秦妈妈感言“老师的付出远比父母

还要多。”一转眼，19 岁的秦佳晨要毕业

了。“他性格内向，不善于和人交流，做事虽

认真，动作却非常慢。”对儿子的优缺点，妈

妈最清楚不过，她私下思量，儿子的能力不

足以胜任社会上的工作；但又忍不住幻想：

如果孩子毕业后能有一个接触社会的场

所，能有一份微薄但可以养活自己的收入，

那该多好啊！

眼看着晨晨的同学一个个被爱心企业

先后录用，秦妈妈陷入了绝望，晨晨的脸

上，也明显表现出了失落。秦妈妈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带儿子回家。就在此时，新区

辅读学校又给了他们一家人希望。“听说咖

啡吧要正式聘用佳晨，我们激动得不得了，

那几天晨晨常常会情不自禁得笑出声来，

他是太开心了！”秦妈妈动容地说。

王颖异是 7名店员中最瘦小的，这个

因脑瘫导致行动不便的女孩，因为独立行

走艰难，找工作屡屡碰壁。毕业前的几个

月，她忧心忡忡地在校内学习收银技能，

妈妈说了这样一句话：“机会总是会给有

准备的人。”

机会真的来了。6月的一天，在学校

的推荐下，王颖异参加了咖啡吧的面试。

她用文字记录下面试时的心情：“我心里

既开心又忐忑，真担心因为身体原因再次

应聘失败，回答提问时还有点儿紧张，没

想到老板对我说：‘你被录取了。’听到这

句话时，我高兴得都说不出话来。”

如今，店方为王颖异度身定制了一张

高脚椅，让她在收银台坐得更舒服一些。

上岗不到两周，这个内向羞涩不自信的女

孩，明显开朗起来了。面对顾客，她总是

笑着推荐自家的拿手产品：“点拿铁的人

最多，您要不要尝一尝？”

因人设岗发挥所长
他们的认真超乎想象

“您好，欢迎光临！”步入咖啡吧，为顾客

开门并热情招呼的，是一名瘦高个男生。他

叫杨安昆，患有自闭症。对数字特别敏感的

他，把顾客数量默默记在心里，然后写在收

银台门口的小黑板上：第318位顾客。

他的声音洪亮，平时还善于归纳总

结。为了发挥他的特长，店长安排他站在

门口迎宾，负责统计客流量，最近还计划

邀请他参与《店员守则》的制定，为此杨安

昆已默默整理了好几条：“眼里要有活儿，

上班不迟到；微笑多一点，声音响一点；动

作快一点，腿脚勤一点。”

大男孩殷昊是店里目前唯一掌握了

咖啡冲泡技能的特殊员工。这个发型帅

气的“唐宝”，从小就多才多艺，会打太极、

跳拉丁、弹钢琴，热情的他见到顾客会大

方主动打招呼，大家都喜欢称他为“殷

总”。在店长小何的帮助下，殷昊冲泡了

一杯有爱心图案的卡布奇诺和一杯浓香

拿铁，觉得拿铁没花样不好看，还临时拉

出了一个棒棒糖的形状。

咖啡馆目前实行两班倒，早班 9点到

17点，晚班12点到20点。即便轮到晚班，

殷昊总是一早 8 点就到店里，“上午做顾

客，下午做员工。”他给出的理由是“怕迟

到”，其实大家都明白，特殊孩子平日里能

与社会接触的平台太少了，咖啡吧成了他

最喜欢的地方。

万初鹏做事十分认真，患有威廉斯氏

综合征的他为了学好保洁技能，曾在学校

跟着保洁阿姨学习，阿姨走到哪里、干什

么，他就在一旁照着做一遍。如今在咖啡

吧，他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把每一种抹布

的用途记得清清楚楚，把店堂里的每一处

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天一上班就把厕所

清扫一次，下班前还会再仔细保洁。

梦工坊咖啡吧主管吴先生见证了这

群特殊孩子从校门到社会之门的全过程，

意外发现咖啡吧的管理“比想象中要轻

松，心情特别愉快。”这是因为孩子们特别

朴实可爱，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职责记得很

牢，做事一板一眼，干活儿从不会有半点

儿马虎。

“梦工坊”升至3.0版
实践案例上海首创

记者注意到，咖啡吧有扇后门，通往

孩子们最熟悉的母校——浦东新区辅读

学校上南校区的操场。从入学、毕业到就

业，从家门、校门到社会之门，这段路途，

辅读学校的老师、特殊孩子以及他们的家

长，一起探索前行，走了漫漫十余年。

普通学生找到合适的岗位都不容易，

更何况是有各种残疾的特殊学生。学校

分管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杨斌老师告诉

记者，该校十多年来一直与知名企业合

作，挖掘社会和社区资源，多渠道为学生

提供实习岗位。每一位学生都能前往星

巴克、麦隆咖啡、海神诺富特大酒店、洪长

兴、新区残疾人劳动基地等单位实习，学

校还安排教师全程跟踪，随时提供心理疏

导和技能支持。多年来，一批程度较好的

特殊毕业生从学校走向企业，并顺利签约。

为聚焦中重度心智障碍学生的就业难

题，5年前学校推出手工皂制作、洗车、咖啡

冲泡等“梦工坊一公里课程”，让学生学习

和掌握一些基础的职业技能。由孩子们设

计制作的精油皂、陶艺茶杯、数字拼豆画

等，陆续接到400多个订单，参加对外义卖

30余场，部分作品还被作为政府部门的礼

物对外进行了交流。2018年年底，学校提

出“梦工坊 3.0版”的设想，通过校企合作

的方式开办梦工坊咖啡吧，并邀请麦

隆咖啡的专业团队进校为学生培

训，经过 90个学时的系统实训，7名

特殊学生在咖啡吧正式上岗。

虽然咖啡吧试营业仅仅两周，已逐

渐吸引人气。社区里的阿姨结伴来尝鲜，

为孩子们的优秀表现翘起了大拇指；有单

位预约来搞党组织活动；有学校的家委会

计划带孩子来过集体生日；还有企业想请

特殊孩子教员工冲泡咖啡。

考虑到服务行业的特殊性，未来店方

还会给特殊员工进行专题培训，模拟客人

的特殊要求和冲突场景，帮助他们更好地

胜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而校方也和

店方商量，准备进一步完善咖啡吧的功能

分区和装饰，展示销售辅读学子的艺术作

品和文创产品，让咖啡吧成为融合之家。

“这不是一间普通的咖啡吧，它是心

智障碍青年支持性就业的一个实践案例，

在全市属首创。”浦东新区辅读学校校长

王英感言，这些孩子带着使命而来，他们

将通过自食其力实现自我价值，以现身说

法告诉特殊小伙伴：不能只做温室里的花

朵，我们也可以为社会所需要。而咖啡吧

则承载着教育的最终价值，启发人性向

善，尊重每个不同的生命个体。

据悉，未来学校还计划将咖啡吧打造

成为特殊教育支持性就业服务中心、特殊

教育社会融合基地、党建联建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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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个心智障碍青年支持性就业基地在浦东试营业

“梦工坊”成就特殊学生就业梦
记者手记

他们的一小步
浦东的一大步

■小小

店员殷昊为记者冲泡了

一杯有爱心拉花的咖啡。

面对记者的镜头，当天

在店内的6名店员露出

了灿烂的笑容。

店内布置温馨，陈列了不

少特殊学生的原创作品。

□本报记者 吴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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