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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鼓楼区省府路的街巷里，藏着一处
充满治愈力量的小店——“芝点甜-小狗咖啡”。

远远走过，门口的巨大杯子造型抓住行
人的目光，杯子上俏皮的小狗爪子图案，仿佛
在向人们招手。走进发现，偌大的杯子里面，
竟是一间温馨的小型咖啡室，两位咖啡师正
专注地忙碌着，而那可爱的小狗爪子，正是传
递美味的出餐口。这家小店有着特别的“守
护者”——这里的员工，都是不同类型的残障
人士（孤独症、视障、聋哑、智力残疾等）。而
这家店也渐渐成了人们的“温馨驿站”，节假
日时，店里总会迎来不少热心人，在这热热闹
闹地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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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市鼓楼区东大社区里，居住着一对盲人夫妇
——刘宜令与张美艳，年近五十的他们一路走来，用勤劳的
双手“按”出了精彩人生：他们二十出头的年纪在东大路自
主创业，开办一家盲人推拿店，从最初仅有4位伙伴并肩作
战的简朴小店，到如今在全省成功落地8家七心堂盲人推拿
连锁店，还为50名盲人提供就业岗位。小董便是其中一员，
在刘宜令的悉心指导下，他成长为店里的“明星”推拿师，也
成为家中的顶梁柱。

5月14日，东大社区组织“爱心义诊进社区 残健共融
暖民心”助残日主题活动，刘宜令与张美艳夫妇以专业的盲
人推拿技艺，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健康与温暖。

“折翼天使”聚力 守护“温馨驿站”
福州一家咖啡连锁店聘用残障人士为员工，让他们在相互陪伴中共同成长，小店

也吸引不少热心人传递温暖与希望

“爱心”盲人夫妇“按”出精彩人生
福州东大社区的刘宜令与张美艳夫妇创业20多年，开了8家推拿连锁店，带动50名盲人就业

黄萍告诉记者，这家
店从今年 2 月开始营业，
第一个月就盈利。今年 4
月承载着同样温暖使命的
分店在烟台山落地生根。
在福州市残联的牵线搭桥
下，又有几位怀揣梦想的
残障人士加入这个大家
庭，延续着这份用咖啡传
递温暖与希望的事业。

在福州，这样的温暖
正在蔓延。近日，福州市
全新扶残助残公益品牌

“春天计划”正式亮相，“春

天计划”将每年的 5 月设
为“福州助残月”，每年 12
月 3日“国际残疾人日”所
在周设为“福州助残周”。

据了解，在“春天计
划”的众多举措中，“建家
做友”关爱帮扶工作机制
是核心亮点之一。市残联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机制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市直机关首批 84 家单位
的 238 个党组织迅速行
动，与共建社区的 288 名
困难残疾人结成‘一对一’

帮扶对子。党组织成员深
入了解残疾人生活状况、
实际需求，从生活物资帮
扶，到就业信息提供、心理
疏导关怀，事无巨细，确保
帮扶精准到位，让残疾人
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与关怀。”

不仅如此，“建家做
友”机制还积极整合社区、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
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
组织等多方资源，共同开
展“五社联动”助残项目。

店内装潢宛如动画片
里的小木屋，各种玩偶簇
拥环绕，目之所及，皆是满
满的可爱元素，温馨又治
愈。

“我们就是想帮助这
些人，让他们走出来。”“小
狗咖啡”另一位主理人张
宇道出开店初衷，曾经作
为公司人事部主管的她，
曾招聘一位白化病患者，
但那位员工因上级一句

“不利于公司发展”而被
辞退。

多年后，视障脱口秀
演员黑灯的一句话，打开
了她记忆的闸门：“其实残

疾人的比例很大，为什么
在街上看不到他们，是因
为很大程度他们没有办法
出门。”这句话让张宇萌生
了开店帮助特殊人群的想
法，与小姐妹黄萍一拍即
合，奔赴上海、广州、深圳
等地，深入了解专门帮助
残障人士就业的咖啡馆。

“能帮一个是一个。”
黄萍说，如今，节假日时店
里总会迎来不少残障人
士，这里渐渐成了大家的

“温馨驿站”，承载着温暖
与情谊。

在这里工作的员工，
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

的机会，将每一项工作做
到极致。“就像早晨磨咖
啡粉，我们要求 20g 的粉
量，他们就会精确到 20g，
最大的误差也在 0.5g 之
内，这样的细致与认真，
连很多普通人都难以企
及。”在黄萍心中，比起经
营业绩，她更希望看到员
工们重拾自信，勇敢迈向
更广阔的社会。

“我是看到小红书来
打卡的，他们做的拉花很
漂亮。”来自杭州的俞小姐
正在为刚做好的咖啡拍
照，杯面上可爱的“Hello
Kitty”拉花俏皮又精致。5月 13 日，记者踏入店

内，员工小吴微笑着指引记
者查看下单须知：“亲爱的
客人，我可能听不见，也可
能不明白你说的，但是我会
用心并努力做好你们的餐
品，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包容
与理解……”

20岁的小吴，是一名听
障患者，在“小狗咖啡”工作
两个多月了，这也是她人生
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在
此之前，她怀揣着对工作的
渴望，尝试过许多岗位，却
一次次因听力障碍被拒门
外。“这份工作是爸爸帮我
找到的，知道能在这里上班
时，我开心极了，家里人也
跟着高兴。”

尽管表达能力有限，但
她始终努力用自己的方式
与每一位顾客交流。休息
时，她还会主动向同事小静
请教咖啡制作技巧。

32 岁的小静也是一位
听障患者，她做过设计师、
花艺师，送过外卖，还摆摊
卖过柠檬茶，然而听力的障
碍，让她在每份工作中都遭
遇重重挫折，满心受挫。

“朋友告诉我有个残疾
人招聘会在招咖啡师，我就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了。”
小静回忆，面试时，她忐忑
地说出自己没有经验，本以
为希望渺茫，没想到主理人
之一的张宇不仅没有介意，
还温柔地说会教她。

“第一次来到这家店工
作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平
静的，和他们相处的这段时
间我很幸福，我从没想到过
一份工作竟然给我带来希
望和勇敢。”小静用文字记
录首日来小狗咖啡店工作
时的心境。曾经，她不敢与
顾客交流，总是躲在咖啡室
里，如今的她，变得开朗活
泼，发音也进步显著，甚至
成了大家口中的“小话痨”。

“她要是请假，我一个
人可就无聊多了。”“小狗
咖啡”主理人黄萍笑着说，
店 里 每 个 人 都 在 相 互 陪
伴、共同成长，让无声的世
界充满了欢声笑语与温暖
希望。

刘宜令和张美艳也
没想到，如今他们能在全
省布局开设 8 家七心堂
盲人推拿连锁门店，还凭
借专业规范的运营模式
与成效，顺利通过资质审
核，获准纳入医疗体系开
展服务。这 20 年间，他
们严格遵守收费良心、团
结一心、有同理心等经营
理念，解决了办证难、同
行低价竞争等重重难题，

“七心堂”这一品牌名称
也由此而来，目前已累计
为盲人提供了近 50个适
配岗位。

“盲人找一份工作太
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在
开店之初就立下规矩，推
拿师都要招盲人。”张美
艳介绍说，不管是盲校毕
业生，还是社会人士都要
进行严格培训，手把手地

教到独立操作。
小董就是七心堂盲

人推拿连锁宜令店的一
名盲人推拿师。因从小
失明，父母不知道怎么
教育小董，便把他关在
家里。“每天除了吃饭就
是 睡 觉 ，人 生 没 有 方
向。”小董说，长大之后，
他在老家的推拿店上
班，却常常被欺负。后
来，刘宜令找到了小董，
手把手教他保健知识和
推拿手法，经过 3年的学
习，小董成为店里的“明
星”师傅，不少客人指名
要他推拿。原本依靠年
迈亲人照料的小董，如
今能用布满茧子的双手
稳稳托起三代人的生
计。“我现在很满足，也
很 开 心 ，能 赚 钱 养 家
了。”小董笑着说。

“我们要么是十几年的
老客户，要么是经朋友介绍
来的。”13日，在七心堂盲人
推拿连锁宜令店内，十来名
东大社区的居民正在等待
刘宜令与张美艳为他们推
拿。

忙碌之中，刘宜令回想
起创业之初的种种不易，感

叹“世界为他们打开一扇
窗”的幸运。刘宜令与张美
艳自幼因眼球发育异常而
致盲，后来一同来到福州市
盲校上学，读了小学、初中，
以及在盲校推拿专业系统
学习。

“在那个年代，盲人能
接受教育已很是难得，但毕

业后做什么，仍让我们忧
心。”刘宜令说，他们 1995年
从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
家医院从事推拿工作，积累
了许多临床经验。

当时，为了追求更大的
发展空间，1997 年，刘宜令
与张美艳辞去了医院工作，

“下海”开办推拿店。幸运

的是，2000 年，志趣相投的
刘宜令与张美艳结为夫妇，
同心经营“夫妻店”。当时，
包括他们在内，店里只有 4
名盲人推拿师，刘宜令与张
美艳还购买了电脑和读屏
软件，这样就能更好地处理
订单。“电脑就是我的眼。”
张美艳时常这么说。

“手把手教出推拿明星师傅”

“我们的第一家店是夫妻店”

福州启动“春天计划”5月设为“福州助残月”

“更希望看到他们重拾自信，勇敢迈向更广阔的社会”

“我从没想到过一份工作竟然给我带来希望和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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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艳与刘宜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