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磨、萃取、包装……在位于成都市
天府社创中心内的“N·咖啡”，任灵芝在
收到客人的点单信息后开始做起咖啡。
看起来，这家店和成都街头巷尾的咖啡
店别无二致，不过吧台的温馨提示却彰
显了它的特别：“您好，我是听障人，点单
时请大声些。”

任灵芝听力二级残疾，曾在外企、事
业单位工作过，去年开始学做咖啡，如今
是这家咖啡店的店长。除了任灵芝，咖
啡店还有不少残障人士。主理人是来自
南充的31岁小伙鲜志鸿，儿时的一次意
外落下了四级残疾。

“自己淋过雨，总想给别人撑把伞。”
这是咖啡店的真实写照。店里每卖出一
杯咖啡，都会捐赠0.88元给成都市成华
区社区发展基金会作为残健融合项目的
资金，夏天会为成都的户外工作者免费
提供饮品。在鲜志鸿看来，这里不仅仅
是残障人士实现梦想的舞台，还是一场
残健融合的试验。

在关怀与互助中
她收获了直面人生的底气

大学毕业后，任灵芝留在成都工
作。大学学习会计的她，曾在事业单位、
外企等地方工作过，但她总觉得，人生好
像缺少点什么。

任灵芝平时喜欢阅读，对美术也很
感兴趣，还报名了素描培训班，梦想有朝
一日能够成为一名美术老师。“因为我是
听障人士。”她并不避讳提及自己的处
境，因为身体的不便，在日常工作中，她
必须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才能保证工作
的完美。为了追梦，她辞去了原本光鲜
的工作。

虽说工作辞了，但还是需要一份
收入来保障自己的生活。机缘巧合
下，任灵芝来到了“N·咖啡”工作。咖
啡店旁边，就是公益书店。任灵芝一

边工作，一边看书学习。她说，这里更
像是人生梦想的中转站，让她有了追
寻梦想的机会。

不只任灵芝，在这家咖啡店里，还有
多名残障人士。“在这里大家一起有说有
笑，很自信也很打动我。”任灵芝说，彼此
之间的关怀和帮扶，让她收获了直面人
生的底气。她告诉记者，以前工作中常
常会有自卑的情绪，但在这里经过和大
家的深入交流后，自信了许多，“很多残
障人士非常惧怕有色眼光，但却非常渴
望融入社会。我们其实和普通人没什么
两样，一样可以胜任社会的需求。”

让爱心得到延续
每卖出一杯咖啡捐赠0.88元

走进咖啡店，可以看到各种“互助”
元素。咖啡的杯套上印着几行清晰的

大字：店里每卖出一杯咖啡，都会向基
金会捐出0.88元。这些捐赠将被用于残
障人士技能培训、残健融合等项目。咖
啡店里设置了爱心自助义卖点位，所售
产品都是残障人士制作的手工艺品，并
将所得一部分捐赠给成华区社区发展
基金会。

针对残障人士，咖啡店还长期进行
免费的技能培训。“可能很多残障朋友不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咖啡培训
不仅可以教会他们一项技能，还能帮他
们打开一扇新的大门。”鲜志鸿说。

除了“互助”，咖啡店也在用自己的
方式走向社会。“N是什么？是人生有N
种可能。”在鲜志鸿眼中，这里不仅仅是
残障人士实现梦想的舞台，还是一场残
健融合的试验。

节假日期间，咖啡店会以兼职的形
式邀请更多人加入进来，这些人中，既有

残障人士，也有普通人，从做一杯咖啡开
始，让残障人士更好地融入社会，让社会
更好地理解他们。段俊茹和袁思雨是两
名在校大学生，在店里兼职了一段时间
后，她们发现这家咖啡店“特别有人文关
怀”。段俊茹说，通过和鲜志鸿、任灵芝
的接触，发现他们身上的韧劲和自信特
别具有感染力。

与市民发生连接
用一杯咖啡实现多种可能

这家咖啡店，也在用“劳动交换”的
方式与城市里的市民发生连接。位于咖
啡店旁边的公益图书馆，常有市民读者
前往，有时候一些年长的读者不太熟悉
借还书流程，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就会出
来帮忙，社创中心则相应地会减免一些
场地费用。

除了社创中心的固定点位，咖啡店
还有两辆共创咖啡车，一辆用于成都其
他社区，另一辆就停在社创中心门口。
在炎热天气，可移动的咖啡车就能开进
大街小巷，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建筑
工人免费送去冷饮。

虽说有很多社会援助，但如何盈利
也是鲜志鸿运营咖啡店一直思考的问
题，“店里需要有利润，才能给残障人士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此，鲜志鸿也
在探索更多的方式，比如通过承办一些
小型活动，用开设咖啡小摊、制作手工皂
等形式，让残障伙伴能够自己独立外出
工作。

随着加入的朋友越来越多，鲜志鸿
有了更长远的计划——他希望能有更多
爱心企业、爱心社区共同加入进来，可以
提供场地，也可以以共创的形式，让他们
有机会对社区的残障人士进行技能培
训，也为残障朋友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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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这家咖啡店有点暖

听障人士当店长 每卖出一杯捐赠0.88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越
欣 李庆）近日，2024年第三季
度“中国好人榜”四川省候选人
建议人选正在公示，公示时间
为8月23日至8月27日。其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此前报
道过的因勇救溺水者牺牲的眉
山19岁青年李政入选。

李政，男，汉族，2004年
生，生前系眉山市东坡区永寿
镇永江村村民。2024年3月17
日凌晨5时许，一辆小车因失
控坠入东坡湖，5人落水，李政
和好友正好路过，听到呼喊声
后，李政立即脱掉外套、放下
手机，跃入河中。他先将离河
岸最近的驾驶员救起，又重新
返回河中成功救出第二人，当
他再次返回救人时，因体力不
支英勇牺牲，年仅19岁。

李政的“纵身一跃”诠释
了爱和勇敢，展现了当代青年
的社会担当。李政被眉山市
东坡区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
为公民”称号，上榜中央政法
委“2024年第一季度见义勇为
勇士榜”，获得“四川好人”荣
誉。

学习声乐仅一年考上四川音乐学院

大凉山“百灵鸟”获万元阿里公益奖学金
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四川省候选人公示

眉山19岁李政入选

阿育阿依 受访者供图

◀ 任灵芝听力二级残疾，是这家
咖啡店的店长。

炎热天，咖啡店为环卫工人、
外卖小哥、建筑工人免费送去冷
饮。 受访者供图

今年高考，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石门
社区的彝族姑娘阿育阿依，以总分511.5分
的成绩，考上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声
乐）专业。对她来说，这是高中三年努力学
习的回报，也是她追逐音乐梦想的开始。

8月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报道
了阿育阿依在老师的帮助下，仅学习声乐
一年时间，就圆梦四川音乐学院的故事。

8月23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决定为阿育阿依
颁发“2024‘梦想+’大学生助力计划”励
志奖学金1万元。

来自大山
父亲靠养羊供多个孩子上学

2003年，阿育阿依出生在大凉山喜
德县的大山里，除了她，家里还有4个兄
弟姐妹。“我们家条件不好，父母只能靠
种地和养殖来支撑我们的学费。”阿育阿
依说，因家中经济受限，从小就喜欢唱歌
的她，一直未能接受系统的声乐学习，只

能将音乐梦藏在心中。此外，由于叔叔早
年去世，叔叔家的两个孩子也跟着他们一
家人生活。

几年前，母亲因为长期劳累，患了严
重的胃病，做了手术后便不能再从事重体
力劳动。为了给家里的孩子们凑学费，父
亲买了些羊来养，“每到我们要报名的时
候，爸爸就把羊卖掉，但是加起来还是不
够我们的学费。”阿育阿依说。

学费不够，父亲就去找亲戚借钱，东
拼西凑下总算是让孩子们顺利进了学
校。但这些年来，细算欠款，家里总共欠
了5万多元。“5万元对我们家来说已经很
多了，有时候我看到父母为了我们不断地
借钱，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想早点挣钱减
轻家里的负担。”阿育阿依说。

追逐梦想
一年时间学习音乐考上大学

转折点，是在阿育阿依中考考上喜德
中学之后。虽然成绩并不算很好，但阿育
阿依心中一直有一个大学梦，“我想考上
大学，改变命运。”

高二那年，在音乐老师孙志忠的无偿
帮助下，阿育阿依开始了学习音乐的道
路。“孙老师告诉我，只要我肯努力地去
学，他愿意无偿教我。”就这样，阿育阿依
从零开始学习音乐。一开始，难懂的乐理
知识，练不准的“视唱练耳”，让阿育阿依
陷入自我怀疑，“因为基础太差了，我也想
过放弃，但是因为太想上大学了，所以还
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阿育阿依在孙志忠老师的指导下，在
一年时间里一点点进步。最终，在今年高
考中，她以总分511.5分、凉山州专业成绩
前10名的成绩，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的音
乐表演（声乐）专业。

“很感谢孙老师的帮助、父母的支持
和兄弟姐妹的鼓励，我也开始了自己的音
乐之旅。”这个即将从大凉山走出去的姑
娘说，她要在大学里接受更加专业的音乐
学习，之后回到凉山，让更多喜欢音乐的
孩子拥抱音乐梦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