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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76岁聋哑老汉很想有人“懂”
仙游路社区开展定期交流活动，聋人进课堂与手语学员交流
文/片 本报记者 蓝娜娜

近日，仙游路社区“青岛手语角”在每周
六开展手语课的基础上，定于每个月最后一
个周六定期开展聋哑人与青年志愿者互动
交流活动，使更多的聋哑老人晚年告别外界

“零交流”。

建议手语向服务业进一步普及
青岛市聋人协会曲主席

介绍，根据青岛市残疾人联
合会的数据统计，青岛市七
区五市约有8万名聋人，其中
约三分之一是老年人。这些
老年人由于与人缺乏沟通，
因此晚年相对孤独。今年，青
岛市专门为老年残疾人开展
了书法、绘画、雕刻、编织等
展览，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

策划此次互动交流活动
的青岛市中心聋校教师王建

民称，聋哑老人与人缺乏沟
通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为此，他们在以往的5年里，
每3个月都会聘专业讲师针
对聋哑人开展专题讲座，例
如学习网络知识、学习健康
饮食等等，以此让更多的聋
哑老年人不断接触新的知
识，跟上时代的步伐。

“聋哑人群体需要我们
的关爱，需要有更多的人能
够与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

诉求，所以我建议应该向一
些服务类的窗口开展手语培
训，让更多服务业的工作人
员掌握与聋哑人交流的能
力。”王建民说，“青岛手语
角”自2007年开办以来，受到
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仙
游路社区也从场地等方面给
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也希望
更多的区市能够加大对聋哑
人的关注力度，开展更多针
对聋哑人的活动。

活动现场，得知宋老先生想多与人交
流的愿望后，众多志愿者纷纷记录下了老
人的手机号码和家庭住址，答应老人会经
常给老人发短信或者到老人的家中，陪老
人聊天。

在志愿者简单学习了“十指传情，心
心沟通”的手语表达后，多名聋人加入到
青年志愿者学习团队，并以小组的方式教
授志愿者手语。“每个周六我都会到手语
角来学手语，已经学了一年了，以往都是
老师教手语我们跟着学，今天第一次在课
堂上和聋人面对面交流。”青岛农业大学

大二学生李婷说，她是学校“心语无声”志
愿者协会的老成员，虽然学习了一年的手
语，但真正与聋人交流时，还是不太顺畅。
得知了聋人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都会加
入到“手语角”与他们一起交流，这让她很
兴奋。

同样参与此次交流活动的青岛公交
二分公司乘务员陈乐乐称，她是3个月前
在车上与一位老人交流时，得知仙游路社
区有一个免费的手语培训班，考虑到学习
了手语便能更好地与聋哑乘客交流，她也
报名参加了。

学了一年手语，首次与聋人交流

27日14时，在市南区仙游路社区活动
中心，专门针对聋人开展的“十指传情，心
心沟通”互动交流活动开始，有近百名来
自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卫生学
校等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参加。家住四方区
海云庵附近的76岁的聋人宋老先生和他
67岁的老伴是活动现场唯一的一对高龄
夫妻，俩人得知此次活动能与许多年轻人
交流很开心。

提起晚年生活，宋老先生称他希望更
多人会手语，能够多和他聊聊天。“我有两

个儿子，都已经成家了，一个月才能回
一次家。而且，两个孩子的手语都一般，
只能简单地交流，很多事情还是要通过
写字来交流。”宋老先生通过手语表达
着自己的想法，由手语翻译转述给记
者，他除了能够与同是聋人的老伴顺畅
地交流外，很少能与外人交流。

宋老先生介绍，每天他都会外出散步，
但是几乎遇不到能通过手语与他交流的人，
这让他感到很孤单。平日里，他多是通过看
报、读书、看电视画面来消磨时间。

聋人期望更多人懂他们在“说”什么

李沧区计生局

确保社区宣传到位

李沧区计生局在社区除了
设立一些永久性的计生宣传墙
画，还通过板报、宣传品等多种
形式，普及计生法律法规和科

普知识外。社区还动员志愿者、
居民在群众密集处等进行宣
传、讲解。宣传婚育新风、现代
思想理念，提高人口素质。

聋人与志愿者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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