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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126岁聋哑学校第8次更名》(三)

聋哑生出门处处有困难
因为懂手语的人太少，无声世界里的孩子内心很苦涩

隔记者 王晏坤 报道
qlwbwyk@vip. 163 .com

本报5月22日讯 餐厅点
菜、商店买东西，甚至是问路，这
些普通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

对聋哑人来说，却是困难重重。
校园里，他们可以用“手语”畅
行，但离开校门，他们必须随身
带上纸笔或能编短信的手机，否
则，连在餐厅点餐都会成为他们
的困难。

“我真想和正常人交流，可
是我没法和正常人沟通，因为正
常人说话，我有些听不懂，很难
和正常人交流，说话有些不清
楚，让正常人听不懂，对我来说
很遗憾。”22日上午，烟台市特殊
教育学校的聋哑学生刘恕男在
书写本上给记者写了这样一段
话，因为对词语理解有误差，语
序稍显混乱。

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办公
室副主任吕建华称，聋哑学生最
大的困难就是在公共场合和他
人沟通，这是困扰聋哑朋友的最
大难题。在公共场所，很少有人

能懂手语，有时一件很简单的事
他们却要表达十几次。

吕建华希望社会上能有更
多的人了解手语，了解这些聋哑
人，给他们更多关心和帮助，让
聋哑人在语言沟通上更方便，也
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22日上午，记者采访了烟台
市部分服务行业营业厅的工作
人员，其中包含银行、电信公司
营业厅等，他们当中几乎没人懂
手语。

烟台市聋人协会的一名工
作人员张先生称，聋哑未成年
人，在成长阶段，因无法与他人
交流，造成内心孤独，他们又急
切希望融入社会，这就需要社会
对他们多一点关爱，特别是一些
服务性营业厅，可以学习一些简
单的手语，来帮助这个特殊的人
群。

格新闻延伸

学生出门必带纸和笔

据吕建华介绍，学生们在校
园内沟通交流还好说，因为大家
都使用自己的“语言”——— 手语，
但只要出了校门，沟通就成了难
题。

“每个学生身上都要带着小
本子，上面记着和别人说的什
么，要说什么之类的话语，引导
学生在外面与普通人交流。”吕
建华说。

在学生邱萍萍的课桌上，记
着看到了一个手掌大小的记事

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了她和别
人说过的话，内容小到词语解
释，大到探讨人生。这个小记事
本就像他们的口舌，逐字逐句尽
显苦涩。

除了邱萍萍，全校聋哑学生
都有这么一个本子，记录着自己
的成长和语言的进步。

餐厅点餐相当困难

“我是特别地着急能像正
常人一样，是因为在他们面前
遇到很多事情，比如说，买东
西，我想吃的，想要买的东西，

说不出清楚的声音，服务员每
次拿的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
沟通真很困难。”聋哑学生林
腾向记者写道。

像买东西这样简单的事，
他不止一次地受到困扰，到餐
厅点餐就更费劲了，因为外面
的人大多都不懂手语。

“我想和正常人说交流，但
是我不会说话，也听不到，无法
和正常人沟通，看正常人听到了
能说话，很方便，可是我听不懂
正常人说话，真不好意思。”学生
刘一凡写道，和他们沟通，最快
的方式只有写字。

“不会说，可以写，

我们不怕累”

“真想和正常人沟通交流，
希望自己能说话，也想像正常人
说话一样？如果我说话别人听不
清楚的话，能手机写短信息和本
子上写字给别人看，双方就懂
了，我们不怕累，不怕写很多
了。”张津恺写道。

老师于永伟介绍，班里的学
生都给他说过，希望能够接触社
会，和正常人多多交流，锻炼自
己语言能力的同时，得到正常人
的认可。 本报记者 王晏坤

学生求职更愿求稳求体面
近六成学生希望到政府机关或国企工作，三成学生为高薪选择外企或私企

隔记者 蒋慧晨 钟建军 报
道

本报5月22日讯 近日，记
者在驻烟三所高校内针对应届
毕业生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
查问卷显示，近六成的学生毕
业后希望到稳定性好、待遇好

的政府机关或国企工作，三成
学生希望到高薪资、高挑战的
外企或私企工作。

22日，记者来到烟台市人
力资源市场，现场求职者并不
多，许多招聘桌前显得十分冷
清，而在二楼北侧一招聘桌前，
却排起了十余米的队伍。记者
了解得知，这里是烟台市农村
信用社委托烟台春晖劳务派遣
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员工招聘的
现场，22日是发放准考证的日
子。

山东工商学院经济管理专

业的王婷笑着告诉记者，这次
烟台市农村信用社招聘100多
名应届毕业生，过来试试。“如
果能考上就好了，银行是好单
位啊！”她说，一直在找工作，但
一直没找到满意的，银行稳定，
待遇又好，这次做了充足的准
备。

在队伍中，记者认识了山
东工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刘浩文。“考
名校研究生没考上，所以就找
工作了。”刘浩文说，他从年后
开始就到各大招聘会求职，但

他不愿去小企业，大单位又进
不去，十分苦恼。

“班里30多名同学，大部分
都找到工作了。”刘浩文说，找
个一般的公司很容易，但工资
和福利待遇肯定不高，找个体
面好点的大公司又挺难的。

随后，记者又随机采访了
六七名前来求职的应届毕业
生，他们均表示，读完大学找份
一般的工作，感觉没面子，放不
下架子。也因为同学们找工作
比较挑，所以找专业对口又待
遇好的大公司比较困难。

近六成学生

找工作“求稳”

毕业后希望到哪里工作？在
记者的百分问卷调查中，近六成
学生期望去政府机构或国企。受
访学生表示，政府机关单位和国
企最大的优点就是稳定，各种福
利齐全，即便这些单位的薪资不
高，也乐意去应聘。

“在政府机关或国企工作，
说出去有面子啊！”烟台大学的
晋丽同学说，她父母都是做生意

的，生活上衣食无忧，但她看到
了父母的艰辛。晋丽说，不管赚
多赚少，在政府机关或者国企工
作相对稳定，可以说旱涝保收。
大学毕业后，能进这样的单位工
作是一件特别有面子的事。

“用我妈的话说，要是我能进
政府机关，她和朋友聊天，腰杆儿
都能挺得倍儿直！”晋丽笑说。

提高自身能力

仍是求职“王牌”

你认为就业难的原因是

什么？半数受访者认为，自身
不具备企业要求的职业能力
是主要原因。

“视频、音频剪辑软件操
作不熟练，PS不精通，在求职
时，这些硬杠就轻易把我拒之
门外了。”烟台大学新闻学专
业的学生小刘说，她想去电视
台工作，但和求职简章上的硬
标准相差甚远，熟练操作、精
通等字眼，让她对自己的“技
艺不精”后悔不已。

“细细想来，在专业上，
自己实在没哪一项能说得上

精通。”小刘有些懊恼地说，
如果大学生活能重新来过，她
一定会全面补课。

“ 我 应 聘 的 会 计 师 事 务
所，去年录取比例是4 : 1，今年
是9 : 1。”王同学说，面试时，还
遇到许多在省外上学，毕业后
回来工作的求职者，录取比例
提高让他备感压力。

和王同学一样，近三成的
受访者认为高校扩招，毕业生
人数剧增也是造成就业难的
原因之一。

本报记者 蒋慧晨

隔记者 王晏坤 报道

本报5月22日讯 从20日本报
报道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更名为
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起，已连续刊
发两篇报道，关注聋哑、盲生的高
等教育和就业问题，引起了烟台各
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就包括神秘的
魔术界。

烟台市专业魔术师梁腾飞已
有4年的魔术从业经历，在烟台的
各种文艺汇演和舞台上，都能见到
他的身影。另外，他还热衷慈善义
演，此前还通过这种方式筹集了一
万元善款，捐到了雅安地震救援一
线。

“我能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
希望通过我的魔术，让聋哑学生们
得到快乐。”梁腾飞说。

经本报与烟台市特殊教育学
校协商，魔术师梁腾飞将在24日下
午，也就是周五下午，到该校为学
生们表演魔术，魔术内容暂不剧
透。“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周
五下午见证奇迹。”梁腾飞神秘地
说。

当天，若有市民朋友想到该校
看望聋哑学生，同时一睹魔术奥
妙 ，可 致 电 本 报 参 与 。电 话 ：
6610123，967066，15192239315，还可
以通过新浪微博@今日烟台或腾
讯微博@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报
名，本报将本着先报先选的原则，
通知报名市民走进聋哑学校。

魔术师走进特校：

周五约您“见证奇迹”

格问卷分析

57 . 30%的毕业生希望能进政府机构
或国企工作，因为相对稳定；32 . 29%的毕
业生愿意去外企和私营企业就职，8 . 33%

的毕业生愿意自主创业，还有2 . 08%选择
其他。

50%的毕业生认为就业难的原因是
自身不具备企业要求的能力，29 . 16%的毕
业生认为是高校扩招导致的就业难，
17 . 71%的毕业生认为是专业不对口导致
就业难，还有3 . 13%选其他。

图表：贺妍妍

这些聋哑学生都有一个本，上面记录着他们出门需要与他人交
流的话语，他们渴望与正常人交流。 记者 王晏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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