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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经历促成“喜乐”事业

“喜乐”的诞生源于一位特别的孩子。
1987 年，宋太诞下女儿宋萃媛。女

儿半岁时，丈夫因病去世，剩下宋太独
自照顾女儿。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宋
太发现女儿的发育比其他同龄孩子迟
缓。十多岁时，女儿先后被诊断为轻度
智力障碍和孤独症。

个性坚强的宋太未曾怨天尤人，一
直咬紧牙关把女儿带大。“人的一生总会
经历高低起伏，难道好的东西我们就
要，不好的就放弃？”宋太声线温柔，眼
里却闪着坚毅的光芒。

在香港，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一般会
入读特殊学校，校方除了教授课堂知
识，也会为学生安排技能训练，让他们
有一技傍身，以便日后融入社会。宋萃
媛从特殊学校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
的工作。宋太认为，女儿不能一辈子这
样下去。她毅然把房子卖掉，筹资开设
了“喜乐”，让女儿有了工作。

身为老板的女儿，宋萃媛在自家餐
厅并没有特权，她在餐厅里所有杂活都
得干。宋太回忆女儿第一天上班，有一
桌客人的广东话讲得不标准，点菜时重
复了很多遍也未能让女儿听明白，客人
有些不耐烦，宋太便向对方解释。

“客人知道情况后都很体谅。”宋太
说，“我们不是要特殊对待这些孩子，而
是想做到共融。”

宋太开设“喜乐”不仅是为女儿的
未来铺路，她还想利用餐厅作为平台，为
孤独症或智力障碍的人士提供工作机会和
职业培训，她称呼他们为“朋友仔”。

“除了给‘朋友仔’一份工作外，更
希望社会能包容接纳他们。”宋太说。

乐见“朋友仔”成长

宋太和一班“朋友仔”的动人故事
逐渐受到社会关注，也得到了政府资
助。不少社会福利机构和家长找到他
们，希望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寻找就业
出路。

“很多人觉得这些‘朋友仔’很幸
运，能获得‘喜乐’聘用，但其实幸运
的是我。”宋太说，看到女儿和“朋友
仔”们不断成长令她感到欣慰。

经过一番磨炼，宋萃媛已成为“喜
乐”的好帮手。采访当天，正好是餐厅
向长者免费派饭的日子，宋萃媛在厨房
把碗洗好之后，立刻到店面帮忙打点派
饭的事，做得有条有理。

说到进步最明显的，非老员工“大
师兄”莫属。今年 36 岁的他在“喜乐”
开业初期便入职。“大师兄”属于轻度至

中度智力障碍，并且有语言障碍，表达
和自理能力较差，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
说不清楚。

宋太让“大师兄”尝试不同岗位的
工作，并且手把手教他做一些简单菜
式。在这过程中，“大师兄”克服了不少
困难，比如送外卖如何认路。

在宋太的耐心教导下，现在的“大
师兄”跟以前相比可谓判若两人。个子
小小的他，眼神充满自信。他主要负责
送外卖等工作，交给他的任务总能妥善
完成。如今的他变得开朗，更加善于与
人沟通，不时主动去买材料给同事做
饭，还会为菜式取名字。

大约两年前，“大师兄”的妈妈去
世，照顾患病爸爸的重任落在他的身
上。“他现在懂得给家人做饭，承担照
顾人的角色。”宋太说起他时面露欣慰
之情。

希望区区有“喜乐”

“喜乐”的环境宽敞明亮，纯白色的
墙上以彩色图案和“双喜”等字眼作点
缀，加上店员们周到的服务态度，就如
店名一样，令人感觉喜气洋洋。

每逢周一周三周五，“喜乐”会向70
岁以上的长者免费派发盒饭，每次200份

盒饭。除了年龄外，宋太没有限定长者
们领取饭盒的资格，他们只需预先登
记。宋太认为，香港有今天的繁荣，是
长者们以往辛勤苦干打下的基础，因此
她希望能做一点事情回馈他们。

活到老，做到老。宋太今年踏入 65
岁，跻身长者行列，但她仍未言倦，坦
言暂时未有退休计划，希望起码再干 10
年。“75 岁也不算很老啊，仍然可以做
很多事情！”宋太自信地说出她的未来
蓝图。

“有机会的话，我想在附近多开一家
餐厅，营业时间长一些，聘用多一些

‘朋友仔’。”宋太表示，现在“喜乐”周
一至周五营业，主要做午市，其余时间
用作培训基地，让一些机构和学校等给

“朋友仔”做职业培训。这也是餐厅名字
带“教室”二字的原因。

目前“喜乐”的主打食品是港式烧
味和点心，广受顾客欢迎。宋太希望在
不久的将来设立一个点心制作工场，并
在不同地点设置零售小店，由“朋友
仔”打理。

“希望由我们的‘朋友仔’将‘喜乐’
带到全港各区，让每一区的市民都能享
用‘喜乐’的食品，做到区区有喜乐！”
她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张雅诗）

近日，由粤港澳三地教育部门共
同主办的“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学界
体育比赛——乒乓球团体赛”在澳门
中葡职中体育馆举行。来自大湾区各
城市的乒乓球爱好者同场竞技，以赛
会友，共同展现湾区青年风采。

图为比赛现场。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第一次植树，台生卢怡君因缺乏
经验有些手足无措，同她结伴的湖北
汉川青年王慧华热心指导，很快一起
种好树苗，并在养护牌上共同写下名
字与寄语。“我写的是‘等风来，不如
追风去。’”卢怡君说，希望以此勉励
自己勇敢追梦。

21 岁的台湾交换生曹颖媗今年 2
月中旬来到华中师范大学求学，植树
活动中，她与不少伙伴互加了微信。

“这次活动是结交朋友的好机会。”曹
颖媗坦言，她将于 6月底结束在鄂交
换生活，期待在此期间多认识些大陆
朋友。

在武汉求学 5 年的台生尤翰源已
连续参加多次植树活动，现场他不仅
传授植树技巧，还分享了在武汉求
学、创业的经验。“参加这次植树的
台青中有不少是交换生。”尤翰源表
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帮助他们
快速融入湖北。

植树活动结束后，两岸青年共同
参观了黄龙湖茶文化博物馆。馆内设
有湖北名茶馆、中国名茶馆、国际名
茶馆、万里茶道馆等五大展区，展出
270 多个品种的普洱茶共 300 万余个
茶饼。整个场馆茶香弥漫，中式园
林令学生们流连驻足。台胞陈霄锦
邀 请 两 岸 青 年 合 唱 一 曲 《回 家 的
路》，唱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共盼
团圆的心愿。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台联、台盟及
汉川市委统战部共同主办，孝感市委
统战部支持。活动期间，两岸青年还
到访马口陶文化传承基地，学习马口
窑窑口采土、拉坯、塑形、烧制等工
艺，亲自动手体验制陶技艺；前往马
口镇高庙村蒋湾，了解当地森林康
养、田园旅游、民宿产业的发展状
况，亲身感受大陆乡村振兴建设成
果；与在汉川的台胞台商互动交流，
共游汉川台湾美食街，品尝家乡风味

小吃。
孝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贺卫

东表示，为进一步增进孝台青年交流
交往，孝感近年来推出一系列支持台
湾青年来孝学习、就业、创新、创业
的措施，策划组织一批孝台经贸合
作、文化交流、联谊交友等活动，为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孝学习生
活、就业创业营造了良好环境。

多年来，湖北通过列支专项资
金、出台扶持政策、建设创业就业基
地等举措，鼓励台青来鄂发展。截至
目前，共有 700 余名台生在鄂求学，
130 多名台湾教师在鄂任教。在鄂实
习创业就业的台湾青年达 1200 余人，
注册成立各类企业及团队300余家。

湖北省台联会长、台盟专职副主
委刘江东表示，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
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希望鄂台青年以此次交流活动为契
机，共同种下友谊之树、希望之树。

本报电 （钟欣） 大陆首
个“海事+海关”台胞台企服
务站近日在福建泉州揭牌。
该服务站依托位于泉州南安
石井码头的泉州市台资企业
协会南安联谊会，围绕政务
服务预约受理、涉台企业纠
纷调解、“小三通”客货运咨
询等事项，为台胞台企提供
一系列上门集中服务。

泉州海事局副局长王烽
表示，海事、海关等部门携
手入驻台胞台企服务站，将
进一步对接台胞台企实际需
要，不断拓展服务项目，为
广大台胞来泉州投资就业、
经商贸易、居留生活提供更
为全面的保障和更为贴心的
服务。

目前，泉州市台资企业
协会南安联谊会有会员单位
75 家 ， 在 口 岸 政 务 办 理 、
惠台政策咨询等方面有着大
量服务需求。“比如近期泉

（州） 金 （门） 客运码头一
带 经 常 突 发 大 雾 ， 影 响 客
船 开 航 ， 很 多 台 胞 就 会 给
我 们 打 电 话 ， 了 解 最 新 的
开航计划。”泉州市台资企
业 协 会 南 安 联 谊 会 会 长 洪
锡 煎 说 ， 更 多 政 府 部 门 入
驻 台 胞 台 企 服 务 站 ， 将 为
台 企 提 供 更 多 资 讯 和 办 事
解难的渠道。

台 资 企 业 哈 德 森 （福
建） 游 艇 有 限 公 司 近 年 来
多 次 求 助 泉 州 海 事 、 海 关
等 部 门 在 新 造 游 艇 试 航 、
游 艇 产 品 合 规 自 航 出 口 等
方 面 提 供 支 持 。 在 有 关 单
位 共 同 协 作 和 努 力 下 ，
2022 年以来该公司 6 艘新造
游 艇 顺 利 办 理 进 出 口 岸 许
可 手 续 ， 成 功 自 航 出 口 澳
大 利 亚 、 美 国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 海 事 部 门 也 通 过 播 发
航 行 安 全 警 告 、 现 场 护 航
等 方 式 ， 为 该 公 司 游 艇 试
航提供水上交通安全保障。

“入驻台胞台企服务站后，我们将
面向更多台资企业，为他们量身提供海
事服务。”王烽表示，台胞台企服务站
所在位置正对泉金客运码头，是台胞经
两岸“小三通”航线抵泉落脚的第一
站。站内配备茶水、咖啡、手机充电、
无线网络等多种设施，接下来还将为包
括台胞在内的旅客出行提供咨询等贴心
服务。

“感动香江”的单亲母亲和她的“朋友仔”
中午时分，位于香港长沙湾工业区的一家餐厅，顾客盈门。厨房旁

边的水吧传来“叮”的一声，代表饮料已准备好，服务员迅速将它送到顾
客面前；另一位服务员看到有客人推门进来，热情地请他们入座。

这家名为“喜乐餐饮·教室”的餐厅聘用了多位在智力或学习上有
不同程度障碍的员工。经过悉心培训，不论传菜送餐还是招呼客人，他
们都能应付自如。

“喜乐”至今经营超过10年，创办人是被称为“宋太”的宋罗孟君。
她希望通过开餐厅帮助这些特殊人群自力更生。这份对弱势的关怀令
她当选“2023感动香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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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罗孟君 （右二） 在工作闲暇跟员工交流。
◀ 餐厅员工在为长者准备免费派发的盒饭。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 宋罗孟君 （右二） 在工作闲暇跟员工交流。
◀ 餐厅员工在为长者准备免费派发的盒饭。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鄂台青年共植友谊树
王 静文/图

清晨，在汉川天屿湖
畔，鄂台青年两三人一
组，挥锹挖土、扶苗培
根、浇水挂牌……大家分
工协作，不一会儿，一株
株水杉亭亭玉立。

近日，第五届“鄂台
青年 共美湖北”植树活
动暨第十一届台湾交换生
湖北体验日活动在湖北孝
感汉川举办。来自武汉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台
生、台湾交换生与湖北青
年共 50 余人齐聚天屿湖
畔，共同种下友谊树。

▲ 图为植树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