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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免费费培培训训盲盲人人按按摩摩却却没没招招来来人人
学员难过心理关，最美盲人遇招聘困局

不少盲人有个

自己的小世界

“和其他一些肢体残疾人相比，
盲人群体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山东
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王建忠
表示，盲人的眼睛看不见，决定了他
们在心理和生活状态上都有自己的
特点。

包括毕玉魁、王伟在内的很多
盲人本身，也表示盲人会有自己的
一个小世界。毕玉魁说，很多盲人会
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在这个空
间里，盲人创建一套独立的思维模
式，自己不想走出来，别的人想走进
去也并不容易。山东大学哲社学院、
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的葛忠明
教授也曾表示，弱势者或社会边缘群
体都会和世界产生一种距离感，会觉
得他们是被这个社会隔绝的。

对于那些后天失明的盲人来
说，心理上的落差更是一道坎儿。

“失明前工作好，人也出色，失明后
觉得被社会抛弃了，别人看不起自
己。”毕玉魁说，很多后天失明的人
都会有这种心理。

个人正视现实

也需社会关爱

济南心园心理咨询的心理咨询
师孙静说，眼前的黑暗容易让盲人
感觉自己和别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世
界。孙静分析，作为较弱势的群体，
他们既渴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
又很难信任别人。盲人群体心理具
有其特殊性，也就需要相应地特殊
对待。在孙静看来，盲人的自尊心决
定了周围的人首先要尊重盲人，其
次他们的敏感性则提醒大家，不要
关切过度。从盲人自身来说，封闭自
己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尽快正视
自己、融入社会才更重要。

“盲人是渴望得到帮助的。”孙
静说。葛忠明也表示，盲人和常人比
有更多细小的期待。比如对被接纳
的期待，他们希望在就业和教育方
面他们能够享有与常人一样的机
会；对社会交往的期待，真切地盼望
有人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对信任的
期待，真切地期待有人能成为他们
可以依靠和信赖的对象……“当这
些期待没有机会实现时，种种极端
的心态和行动也就有机会发展起
来。”葛忠明表示。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包括盲人在内的残疾人群体。但一
些人在给予盲人帮助时，却往往容
易过火。“盲人全靠感觉看世界，因
而帮助盲人的时候一定要发自内
心。”孙静说，拿简单的过马路来说，
普通人可以帮助他们，但在提供帮
助时不要问东问西，过于关切，无意
中强调了他们的“弱势”。

王伟也说，作为盲人，他更希望
别人跟自己交往时，除了基本的尊
重，更多的是把自己当成普通人、讨
论一样的话题、开一样的玩笑，而不
是过分地关注。当然，王伟也坦言有
些盲人心理的确是敏感些，让他处
在熟悉的环境中自然更好。对于那
些自卑心理较重的，王伟觉得可以
通过请教他们一些问题来展开交
往，“首先让他们产生存在感、树立
自信。”王伟说。

尊重盲人是前提

但也别关切过度

阅读室很先进

读书的盲人却很少

14日，记者分别探访了山
东省图书馆和济南市图书馆
内的视障阅读中心，结果发现
虽然这两家视障阅读中心设
备先进、齐全，但是前来阅读
的视障朋友却不是很多。14
日上午9点，在山东省图书馆
东南门入口处的“光明之家”
视障数字阅览室，工作人员
正在打扫卫生。阅览室里有
厚厚的盲文书籍，还有电脑、
桌椅。

“这个阅览室里不仅有传
统的盲文书籍，还有各类先进
的辅助阅读工具，盲人朋友可
以在这里上网、听书，可以说
这里能满足他们的基本文化
需求。”负责该阅览室的工作
人员姜璐称。

济南市图书馆也存在类
似情况。济南市图书馆的视障
阅读中心开放时间为周三至
周日的 9点至 17点。“平时这
里来看书的盲人很少。”济南

市图书馆普姓工作人员称，
视障阅读中心设有视障专用
电脑、一键式智能阅读器、台
式助听器等，“最近我们还在
订购约700台听书机器，有了
这些听书机，盲人朋友可以
听图书馆里的海量图书，只
要来馆里下载后，就能回家
听。”

记者发现，无论是在山东
省图书馆还是在济南市图书
馆，见到的盲文书都很少，两
馆所藏的盲文书籍均在百册
左右，而且内容也较为单一，
除了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的
名著，剩下的就是医学和按摩
类的书籍。“盲文图书对纸质
的要求很高，盲文书用的纸都
很厚，所以同一本书，盲文书
要比普通书厚很多。”工作人
员称。

据了解，盲文书籍三五十
本就起印，且一页纸只能容纳
300个字。一部《红楼梦》，普通
印刷版两本32开就能出全，而
盲文版8开的要出17本。由于
盲文书籍利润少，大部分书店
都买不到。

互联网时代

盲人也在学电脑

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
的盲人借助读屏软件的帮助，
学会了通过电脑获取信息、听
书和与人交流。在济南市盲人
按摩指导中心，每年都会有一
期针对视障人士的电脑培训
班。“每个班20多人，每期培训
大概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不仅
免费，而且食宿全包。”济南市
盲人按摩指导中心的翟科长
告诉记者，为了办好针对盲人
的电脑培训，中心专门引进了
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担
任培训老师。目前，该培训班
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受过培
训的盲人朋友数以百计。

“其实盲人学习电脑，最
大的难度是键盘这一关。对于
那些先天致盲和不懂英文字
母、汉语拼音的人来说，尤其
如此。因为盲人学电脑主要就
是借助读屏软件的帮助，靠键
盘进行操作。先天致盲者根本
没有方向感，因此学习起来也

最慢；而不会字母和拼音也就
不能打字操作。”负责电脑培
训工作的穆老师说。

在盲人按摩课堂上，记者
见到了25岁的王登金。他是商
河人，今年正月因为视网膜坏
死而失明。“我之前在德州上
班，失明后很绝望，现在很希
望能够重新使用电脑，重新
让生活丰富多彩。”他不懂盲
文，目前最主要的信息获取
渠道是收音机。45岁的李士
水也报名参加了电脑培训，
他告诉记者，他学会了电脑
就能了解更多的信息，“也希
望能够利用这点技能获得一
份工作。”

据了解，经过培训，很多
视障人士不仅能够在读屏软
件的帮助下浏览网页，阅读
tx t、word和 pd f格式的电子
书，还能通过QQ等聊天软件
与朋友交流。“通过培训考核
以后，我们还会给他们颁发国
家承认的初级技术操作员的
证书。”目前，该中心正在考虑
在电脑培训中加入电子商务
的内容。

图图书书馆馆视视障障阅阅读读中中心心门门庭庭冷冷落落
盲文书籍量少内容单一，很多盲人选择电脑听书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万兵） 三个月前，最美盲人
毕玉魁凭着捡垃圾的小小举
动引得全城点赞，并获得了阿
里公益“天天正能量”两万元
现金奖励。毕玉魁当时就表示
打算通过免费培训的方式帮
助更多残疾人。然而，时至今
日，毕玉魁的免费培训班却面
临着招不来人的困境。

“很多人都帮助了我，这
笔 钱 要 给 社 会 上 更 需 要 的
人。”毕玉魁在获得阿里公益奖
金时曾表示，愿意免费将按摩
技艺传授给想靠自己双手谋生
的残疾人朋友，而两万元的现
金也将用于学员培训期间的食
宿和交通费用。在媒体和网络
群体“大牛村”的帮助下，招聘
启事很快就发了出去。

如今将近三个月过去了，
毕玉魁却面临着培训班招不
起人的困境。分析其中的原
因，毕玉魁坦言，自己的身边
并不缺待业在家的盲人，但面
临免费培训的机会，有的人觉
得做按摩推拿这行“没面子”，
更有人压根儿不愿意走出家

门、融入社会。
毕玉魁说，一个朋友的孩

子也失明了，自己曾主动请缨
传授按摩推拿技艺给他的孩
子，但朋友只说了一句：“做这
个啊？”毕玉魁坦言，在很多人
眼里，按摩推拿是个丢人的工
作，不够体面，因而即便有免
费培训的机会也不愿接受。

有的盲人压根儿就不愿

意走出家门。三箭瑞福苑，在
一家左右手盲人推拿足疗店
里工作的王伟说，自己的一个
盲人朋友2009年时在一次交
通事故中失明，直到现在都难
以应对巨大的心理落差。王伟
说，自己没事的时候也常跟他
聊天开导他，后来还拉他去参
加残联的培训班。可没想到的
是，三个月的培训都走过来

了，那个朋友最终还是选择了
在家里待着。“失明后心理落
差大，一说出来工作的事，就
转移话题。”王伟这样形容。

像这样的盲人还有很多，
毕玉魁称，自己所认识的盲人
中，有30%—40%都在一定时
间里难以接受失明的现实。尤
其是后天失明的，往往觉得自
己有病了别人会看不起自己。
失明也让他们缺失了安全感，
总觉得别人会欺骗自己，因而
更加抗拒和社会接触，甚至抵
制别人的帮助。

即便如此，在他看来这也
不是与社会隔离的理由。“看
不见也要努力工作。”毕玉魁
说。在他看来，对相当一部分
盲人来说，融入社会最大的难
关已经不是掌握谋生技能，而
是先克服心理上的困境，接受
现实、重新定位自己并融入社
会。因此，毕玉魁打算改变传
统的招生策略。“打算面对面
招生。”毕玉魁说，自己会先从
周围的一些盲人入手，通过面
对面交流，先帮他们走出心理
上的困境，再传授手艺。

心理专家

盲人眼前的黑暗让他们在
心理上产生一些特殊性，但并
不意味着他们的人生也是黑暗
的。走出心理困境，既需要社会
的合理关爱，又需要盲人自身
正视现实，积极调整。

本报记者 万兵

记者14日探访了图书馆的视障阅读中心和一些盲人技能培训机构，发现盲人书籍数量少、内容
单一，而更多盲人选择在读屏软件的帮助下，通过电脑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听书。

本报记者 王红星

最美盲人（左）和妻子接受证书。（资料片） 万兵 摄

在省图书馆视障阅览室，没有盲人来此阅读，工作人员正在打扫卫生。 本报记者 王红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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