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过后的中德融创工场里，工人
们已经开工，厂房里各种机器运作的声
音此起彼伏，员工们都在工位上认真工
作，记者的到来似乎让他们感到惊喜，有
的还热情地挥挥手，打了个招呼。

太仓的社会公益项目很多，但是中
德融创工场绝对是最特殊的一个，特殊
的地方就在于这个项目的受益人全都是
心智障碍者。太仓中德融创工场由中欧
商会创办于2015年，是一家致力于推动
残疾人融合就业的社会企业，称得上是
残疾人的“圆梦工场”，很多心智障碍人
士在这里实现了“就业梦”。截至目前，
中德融创工场已招收了46名智力残疾人
士，仇庆洋就是其中的一员。

初见仇庆洋时，他戴着口罩，一米八
的个头，清爽的发型，得体的穿着，俨然
一位帅小伙，如果不是培训部经理张行
娟的介绍，很难看出他是一名“来自星星
的孩子”。仇庆洋的妈妈王伟红告诉记
者，自从孩子在工场上班以后，性格变得
比以前外向多了，以前她需要每天琢磨
孩子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现在他变得
主动起来，甚至记下了每天下班班车司
机的电话号码，时不时还会打电话跟司
机师傅聊天，这是作为家长的她怎么也
想不到的变化。

张行娟是这些员工们的培训老师，
大家都会热情地喊她一声张姐。张姐不
仅仅要关注他们的工作，做到产品保质
保量，还要照顾到他们的个体差异，根据
他们自身的身体条件来安排工作休息时
间和具体工作内容。“他们有的人工作的
时候会突然走动起来。”张姐说，这些都
是他们个人无法控制的，所以在工作中
也会纠正他们的行为习惯，让他们慢慢
改变。

中午12点整，车间里响起了悦耳的
铃声。“开饭啦！”工友们赶忙收拾工作
台，显得有点兴奋。二楼的食堂里，可口
飘香的饭菜是由卓能电子食堂保温送过
来的，热气腾腾，工友们则自觉排起了长
队，选择各自中意的菜品。

“我们这个工场得到了很多企业的
支持。这些企业把单子给我们，就等于
给了残友机会，还有很多像卓能电子一
样的企业关心爱护残疾人群体，可以
说，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融创工场，也
谈不上更好的发展、招收更多的残疾人
了。”中德融创工场传播经理梁锋告诉
记者，未来，他们将继续拓展车间的规
模，招收更多的残障人士，通过就业的
形式发挥他们的个人价值，为社会作出
更大的贡献。

有规划新建高速公路吗？

有市民询问：经济发展、民生改善都
离不开交通事业，今年有规划新建高速公
路吗？

市交运局工作人员回复：目前，有规
划沪宜高速公路苏沪界至太仓北枢纽段
工程以及南疏港高速公路工程，项目正在
进行方案研究；另外，还有G15沈海高速
的拓宽项目，计划在今年开工。

脑梗塞是否属于慢性病？

有市民询问：老人患有脑梗塞，脑梗
塞是否属于慢性病？能否申请慢性病报
销？

市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回复：《苏州
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管理办法》
明确，苏州职工医保有10个门诊特殊病、
居民医保有12个门诊特殊病，包括：恶性
肿瘤（治疗期和康复期）、慢性肾功能衰
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非透析治疗）、
器官移植后抗排异治疗、严重精神障碍、
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友病、系统性红斑狼
疮、肺结核、老年性白内障、儿童Ⅰ型糖
尿病、儿童孤独症、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
以及家庭病床。同时《关于统一苏州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保障
政策的通知》明确，我市居民医保门诊慢
性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帕金森氏综合
症、慢性阻塞性肺病。

有市民反映：钱家祠弄3号楼几棵水
杉树很高很大，居民经常要请人上屋顶
清理掉落的枝叶，否则天沟就会被堵住，
能否进行修剪？

城厢镇工作人员回复：已组织人员
到现场查看，发现有9棵水杉树较高且靠
近车棚，已与绿化养护人员沟通，确定修
剪方案后会进行处理。

水杉树太高能否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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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户口复印件怎么办理？

有新太仓人询问：户口是在太仓太
东社区的集体户口，当时是在经济开发
区派出所办理的，现在买房，需要集体
户口的首页复印件，同时需要加盖红
章，到哪里办理？需要什么材料？周末
可以办理吗？

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复：可以到户
口所在地派出所办证厅办理，需要带好
本人的身份证，周末也可办理。

新装道闸何时登记车主信息？

有市民询问：北门二村老小商品市
场道闸已经安装，但处于敞开状态，也没
人统计业主的车辆信息，请问什么时候
会登记用户车辆信息，以便启用？

城厢镇工作人员回复：经询问物业
公司，2月13日，将开始登记住户车辆信
息，请住户携带相关证件去物业办公室
办理车辆入场登记。

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太仓 照亮残疾人照亮残疾人““就业梦就业梦””

融创工场、无声咖啡店、残疾人之家……政府的扶持、社会的关爱，
让一大批残疾人在工作中重获自尊、自信——

社会上有这么一个特殊群体，由于身体缺陷等原因，成为“折翼天使”。很多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有

着自己的梦想，却失去了很多实现梦想的机会。虽然上天给他们关上了一扇门，但太仓，却为他们打开

了一扇窗。由于有政府的扶持、社会的关注以及包容的环境，在太仓，残疾人只要有就业梦想，就有实现

的机会和路径。

□本报见习记者 郭文锐 记者 徐盛兵 文/图

自2017年开始，像娄东街道善
爱益家残疾人之家一样，太仓鼓励支
持多种主体兴办“残疾人之家”，目前
已有27家，实现了区镇全覆盖，让更
多的残疾人实现就业梦想。“残疾人
之家”是公益性、福利性的机构，按照

“七有七服务”标准，为残疾人提供日
间照料、辅助性就业、康复服务、文体
活动、学习培训、志愿者服务和其他
公益性服务。

周琴是沙溪人，年轻时因病影响
了听力，落下残疾。2015年，她开始
接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用面
粉捏塑各种花鸟动物和人物造型。
2021年在市残联、爱心企业、沙溪镇

残疾人之家的资助下，周琴跟着面塑
老师学习，并考取了高级面塑师资格
证。在多方支持下，周琴又在沙溪古
镇上开了面塑工作室。记者看到，工
作室的一面墙上，摆满了周琴的面塑
作品，一个个栩栩如生。其中一座色
彩鲜艳的“仙女散花”面塑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周琴说，这座面塑花了她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周琴自立自强，
用面塑重塑人生的精神感染了很多
人，并在太仓市残联第八次代表大会
上被授予“最美残疾人”荣誉称号。

“首先感谢爱心人士和市残联对
我的帮助，我希望能利用自己的面塑
手艺，帮助到更多爱好面塑的朋友

们。”周琴笑着说道。记者注意到，在
善爱益家无声咖啡店的一角，也摆放
着一些小巧精致的面塑，原来这些也
是周琴的作品。周琴会在节假日来
到残疾人之家进行面塑手工的演示
与教学，让更多的残疾人了解面塑，
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有了政府的扶持和社会的关爱，
残疾人在就业的同时能够追逐自己
的梦想，实现自身价值，甚至彻底改
变人生。可以说，只要给予光明，他
们便能向光而行。在太仓这座幸福
之城，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
务体系日臻完善，更多残疾人将重塑
信心、走上工作岗位，书写精彩人生。

除了像中德融创工场这样的社
会企业之外，在太仓还有几家无声咖
啡店，成为了听障人士“追梦”的暖心
驿站。

一张写字板，一套录音翻译设
备，这就是无声咖啡店的点餐台，28
岁的双胞胎姐妹严颖峰和严颖开都
有先天性听力障碍，只能通过翻译器
和手写板与顾客交流。娄东街道善
爱益家残疾人之家负责人高梅告诉
记者，2019年，双胞胎姐妹来到善爱
益家，去年开始学做咖啡，现在是善
爱益家无声咖啡文化宫店的店长。
截至目前，无声咖啡店已经帮助30
多名残疾人实现了就业。

双胞胎姐妹严颖峰和严颖开所
负责的善爱益家无声咖啡店坐落在市
工人文化宫工会会员图书馆里，真正
做到了“左手咖啡右手书”。这是娄东
街道善爱益家残疾人之家孵化的残疾
人创业项目之一，市总工会不但免去
了店铺的房租，还免去了水电费用。

记者再次来到这家无声咖啡店
时，发现店里又有了一张新面孔，她
叫时可，今年19岁，是一名智力发育
迟缓者，目前在无声咖啡店内做服务
生，平时还会帮忙整理书屋书籍，她
的妈妈魏新梅当天也在店里做志愿
者，谈到女儿，魏新梅感慨良多。她
说，时可小时候与其他孩子并没有什
么两样，也会叫爸爸妈妈，但是长大
后却发现她不爱交流了，去医院检查
后，医生诊断时可为智力发育迟缓，
于是她便带着女儿踏上了求医之
路。“无锡、上海都去过，但是都不太
适合时可的治疗，因为机构里面都是
老年人，她变得越来越自闭，后来我
们无意间了解到太仓对残疾人的关
爱政策很多，就来到了这里。”魏新梅
提到女儿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孩子来到无声咖啡店后，变得一天
比一天乐观，好像找到了自信，家里
的氛围也好多了，我自己也没有那么
急躁了。我还跟着孩子一起来到无

声咖啡店做个小小志愿者，能为他们
这些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
感到很欣慰。”

19岁的时可在太仓找到了属于
她的位置，无声咖啡店内很多哥哥姐
姐在接受帮助的同时也在帮助着时
可。在这里，时可不仅能交到好朋
友，也能通过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

心智障碍者们的“圆梦工场”

“无声咖啡”传递大爱

“残疾人之家”成温暖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