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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西单的木马童话餐厅，10
余年间共聘用 80多名身障员工，他们主
要为盲人和低视力者。许多员工在这里
收获了自信和成长，不少顾客专程前来
探访，在全无光线的用餐区体验短暂

“失明”。
在网上了解到餐厅背后的故事，中

国香港 （地区） 商会、香港专业人士
（北京） 协会、香港大学北京校友会组织
20 多名会员到场支持，年龄从“60 后”
跨越到“95 后”。“第一次全程离开手机
吃饭”“享受到真正的交流和久违的安
宁”“对身障朋友有了新的认识”，参与
者纷纷在朋友圈分享感悟。

非常体验

食客步入无光用餐区前，要先将包括
手机在内的所有发光物品存放在储物柜。

“请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咱们出发咯。”
身高一米八七的帅小伙周昊雨在入口站
定，多名食客接龙式搭肩，开启探索之旅。

“您搭着我的手，摸着桌沿儿，往里
坐下。”失去视觉的时间里，没有食客知
道桌椅的方位和样子，完全依赖周昊雨
的帮助。等到菜上桌，食客还要摸索碗
碟和餐勺的位置，再努力把食物送进嘴
里，单纯依靠味觉判断到底吃了什么。

有人笨拙地扒拉半天，送进嘴的却
是空勺子，一不小心餐勺又滑掉在地
上。众人艰难地探索环境，周昊雨却穿
梭自如，上菜和撤盘有条不紊。“你为什
么能看到？”有食客大惑不解。“那是因
为我戴了夜视仪啊。”周昊雨笑了起来。

等到离开用餐区，有人揭晓谜底，
还有食客不敢相信，“他真的是盲人？”
德勤中国华北区主管合伙人施能自对记
者感慨：“我根本不知道他有身体障碍，
以为他和我是一样的。”

睿明国际有限公司合伙人潘永光告
诉记者，他所在的一桌大概坐了 6 个
人，大家在席间交流，起初的半小时感
觉很无助。“摸索着把各种食物送进嘴里
是不小的挑战，但我们知道从体验区出

去还能看得见，而那些一辈子都看不见
的人，他们的生活又会是怎样？餐厅带
领我们去设想他们的处境，这种体验非
常有意义。”

“快乐三点半”少儿课外教育品牌创
始人徐虹此前在上海参与过无光环境下
的团队项目，这次特地带在国外读研的女
儿来就餐。“我是第二次体验这种情境，女
儿感觉更震撼。昊雨的眼睛虽然看不见，
但内心充满阳光。人幽默、表达能力也很
好，给我们印象很深。”徐虹对记者说。

真诚互动

用餐期间，体验区内不断传出歌声
和欢笑。26岁的周昊雨对记者说：“我印
象中香港人应该都是一口粤语，但这次
发现大家普通话都说得挺好，有个女孩
还有东北口音，听起来像我老乡，她说
是因为自己身边东北朋友比较多。”

“港人和昊雨一起唱 《东方之珠》
《红日》《喜欢你》，好像回到了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有香港学生说。从粤语歌到

英文歌，再到用餐完毕离开无光区，众人
又聚在外间钢琴前，在周昊雨的伴奏下哼
唱。从国产动漫主题曲到周杰伦的歌，一
连又是好多首。“昊雨好厉害，什么都会。”

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的港生陈嘉雯
告诉记者：“昊雨提到有人告诉他，你去
做个按摩师吧。但他和我们一样，有自
己的兴趣爱好和对未来的期待，他去读
大学，学声乐和钢琴调律，还在抖音直
播教学生，生活很丰富，这些打破了我
们对身障群体的刻板印象。”

餐厅创办人于爽对记者说，餐厅今
年首次加入北京盲校的备选招工单位，
其中有 9 家盲人按摩，只有这一家是不
同业态的西餐厅。盲校老师给的反馈
是：“9家加在一起的求职意向都没你们
餐厅一家强。”于爽说：“这说明身障者
不想要既定的身份，就像昊雨其实是非
常优秀、全面发展的个体。”

于爽能报出一长串曾经的员工名
字：“他们有人后来做了钢琴伴奏老师，
有人在家乡开了乐器行、既培训又演出
还成立乐队，有人雅思 7.5 分出国留学，

有人能把很多小说整本地背下来，有人
在做读屏软件……”

温暖的家

于爽把店员称作“孩子们”。店内高
峰时期有 12 名员工，如今只有 5 人，王
阳是唯一的健全者。周昊雨是一级视力
残疾，心雨是智力障碍，厨师传旺面部
损容、多脏器损伤，新来的辰辰是弱
视。周昊雨在餐厅已工作 7 年多，担任
经理也是法人。店里长期工作的员工都
有股份，于爽打算把店交给这些“后
浪”，让他们带出更多弟弟妹妹们。

于爽因短暂经历单眼失明，对身障
者的不便有切身体会，她因此创办了这
家视障体验餐厅。“这些年餐厅坚持做两
件事，一是为身障者提供就业岗位，二是
支持无偿献血志愿者。”作为“熊猫血”志
愿者，于爽已献血多年。餐厅楼下就有献
血方舱，2018 年起，当日献血的志愿者就
能来店里享受免费餐食，如今义餐已送出
2700 多份。听于爽现场分享这段故事，
有港人当即捐赠了几套义餐。

施能自说：“这次来店里不只是体验，
更多是想帮餐厅增加影响力，我会多多介
绍企业和社会团体来这里办活动，让店家
的情怀和爱心能够传递下去。”“这次经历
让我们开始关注生活中的身障者，也会尽
自己所能帮助他们。”潘永光说。徐虹有十
几年的公益机构管理经验，也主动与于爽
交流，希望餐厅能迎来转机。

于爽还记得 2012 年在香港体验盲人
出行的经历。香港体验馆常年访客不
绝，得益于特区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支
持。“很多个人和团体将这种体验视为必
修课，内地却还没有从文化层面把它设
计到这个高度。”于爽认为，只要城市中
身障者达到一定比例，都应该有这种体
验式餐厅或者咖啡厅，让人们拥有平等
交流的共享空间。“我从来不怕模式被复
制，我们愿意提供开店技术支持。中国
目前视障群体超过 1700万人，他们应该
有更多就业选择。”

“传承·发展”两岸文化大师对话暨
京味文化之旅二十周年书法交流会，日
前以北京与台北会场视频连线方式举
办，两岸百余位书法大师在线上开启

“云端”对话，探讨交流、共同挥毫。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深厚而悠
长，一直是联系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
在北京会场，北京市文联常务副主席陈
宁介绍说，2001 年，首届“京味文化之
旅”正式启程，两岸文艺家携手前行，

相知相惜，如今已发展到多个艺术领域
的展示互鉴，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品牌活
动。台湾同胞感受到京味文化的魅力，
更多了解北京，台湾也成为北京文艺家
牵挂的地方。

视频连线的另一端，台湾“中国文
艺协会”理事长王吉隆于台北表示，两
岸文化同根同源，在书法上经过几十年
各自发展，虽方法有所差异，但追求真
善美的目标是相同的。“今年因为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活动不能大规模举行，
也不能邀请大陆艺术家到台湾来广泛参
与，但两岸文化人士还是努力突破局
限，创新了交流方式。这样的活动应该
继续办下去，我相信会一年比一年好。”
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锡玮说。

此次活动是“京台文化交流暨京味
文化之旅”系列活动之一，今年首次采
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台北和北京两
地的书法名家以“中国传统文化与书法
艺术”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并就“中
华书法的继承与创新”进行线上互动对
谈，探讨书法风格与技法的发展、当下

书法教育和如何引领年轻人传承与发展
中华传统书法文化。

台湾女书法家潘淑梅十分认可这种
交流方式。她说：“我参加过很多次‘京
味文化之旅’，交到了很多大陆朋友，保
持了很好的情谊。书法家不能只在家里
独乐，还需要与其他书法家交流学习，
才能提高自己的创作。”

活动的最后，主办方还特别设立了
两岸书法家线上互赠墨宝环节。来自大
陆的书法家孟繁禧和龙开胜分别展示作
品 《宝岛千峰承翰墨、江山万众谱华
章》和《寻根问祖、中华圆梦》，而来自
台湾的书法家连胜彦和潘淑梅也向镜头
展示了墨宝 《同本同根同血脉、一花一
叶一家人》 以及 《同气连枝、翰墨薪
传》。纸短情长，字里行间，凝结着两岸
书法家同文同心的款款深情，润墨玉
版，结字布白，记录着两岸同胞携手同
心共圆梦想的殷殷期盼。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北京书法家协会、台湾“中国文艺协
会”、台北市中华书画艺术学会联合主办。

让彼此“看见”让爱心传递
——内地港人情暖身障人士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顾客依次搭着肩膀，在周昊雨 （右一） 的引领下进入体验区。顾客依次搭着肩膀，在周昊雨 （右一） 的引领下进入体验区。

两岸书法名家云上挥毫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大陆书法家现场挥毫。 蓝孝威摄

本报香港12月23日电（记者陈然） 8名中学生
代表香港参加第五届国际大都会奥林匹克竞赛，表
现优异，共夺得 2面金牌、5面银牌和 1面铜牌，并
在团体赛中赢得金奖。获奖学生分别来自香港培正
中学、荃湾官立中学、圣保罗男女中学及拔萃男书
院等。

国际大都会奥林匹克涵盖信息科技、数学、物
理和化学 4个学科。本届比赛于本月 16日至 22日举
行，因应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来自31个国家或地区
的230余名学生分别在所属城市远程参赛。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祝贺香港队的卓越
表现，认为比赛结果充分显示香港学生在不同科目
中的优厚潜质、明辨性思考能力和创意思维。他表
示，教育局致力推广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及
数学） 教育，以切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为香港培育
21世纪新人才，让他们学以致用，各展所长。

据介绍，香港队代表成员分别经过不同科目奥
林匹克的严格遴选和训练，其中表现优秀的学生获
选出战本届国际大都会奥林匹克，参赛费用由教育
局全数资助。

香港队在国际大都会奥林匹克获佳绩

香港屯门至赤鱲
角北面连接路将于
12 月 27 日通车。北
面连接路全长 5.5 公
里，其中约 5公里为
屯门—赤鱲角隧道，
连接屯门南和港珠澳
大桥香港口岸人工
岛，为全港最长和最
深的海底隧道。北面
连接路开通后将为

“港车北上”提供便
利条件。

图为香港屯门至
赤鱲角北面连接路。

（香港特区政府
新闻处供图）

““港车北上港车北上””更便捷更便捷

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山东省临沂市莒
南县十字路街道东兰墩村探索出一条土地承包和联
产联营的新路子，52 年茶龄的荒山老茶林冒“新
芽”。该村党支部书记石学东介绍，成为“试点村”
的东兰墩村借助合作社东风把村里制茶产业发展起
来，下一步将再承包900亩荒山，进一步扩大茶树种
植，带动老百姓脱贫增收。

刘滕飞 李克峰摄影报道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下辖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
校日前在澳门岗顶剧院举办“第九届中学教育课程
高三毕业生实习音乐会”。该校中学教育课程与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联合开办，设有器
乐演奏及声乐表演专业，培养澳门本地音乐艺术人
才。图为古筝专业学生在演奏《定风波》。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供图）

本报香港12月24日电（记者陈然） 由香港特区
政府创新科技署主办的“创新科技嘉年华 2020”于
23日在线举行。为期9天的嘉年华以“携手共创·超
越所想”为主题，展出多项本地最新创意发明和科
研成果，并举办一系列创科工作坊和讲座，与市民
分享香港的杰出科研成就。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致辞时表
示，创新和科技是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科研力量和人才都是香港的优势。特区政府在过去3
年先后投入超过 1000亿港元推动多项创科基建和生
态系统建设的政策措施，全方位及全速推进香港的
创科发展。特区政府将继续努力培育和汇聚人才，
壮大香港的创科人才库，让创科发展更蓬勃。

嘉年华共展出170余项由大学、研发机构、政府
部门和科创企业研发的创科成果，又于网上平台特
设“创科成果展示中心”，介绍37个由创新及科技基
金资助、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奖的本地科研项
目，以启发市民大众对创科的兴趣，进一步推广社
区创科文化。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最新报告，香港 2019年
本地研发总开支达 263.33亿港元，相较 2018年的数
字上升8%；2019年本地研发总开支相对本地生产总
值的比例则增至0.92%。

香港举办网上“创科嘉年华”
与市民分享科研成就

上海老牌“天山街市”近日重现天山路商业文
化街，复古集市、卡通墙绘营造夜经济怀旧情怀。
图为集市现场。 陈玉宇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