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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談到收穫時，楊元成表示，5歲的兒子

主動學習了手語，經常來店裏和員工們互

動，「他會主動說謝謝，我也希望小孩子能

夠看到我在跟他們接觸，以後至少不要有校

園暴力這種事情發生在他身上，培養更強的

同理心吧。」

在實際經營中，也會出現顧客的不理解和

一些小摩擦，剛開始時顧客點單不喜歡掃

碼，有的顧客又覺得店員服務態度有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楊元成考慮了好久，在

與店員充分溝通後，在店裏設立提示牌寫上

「聽障人士創業店」的提示。「只是為了告

訴大家為什麼這家店是沒有聲音的。我們店

不需要捐贈或者援助，像平常消費一樣進來

買杯果汁就行了。」

去年開始，楊元成開始籌備手語培訓的公

益項目，主要在街道辦的夜校、公益團體和

一些公司中普及手語，希望能打開雙向交流

的渠道。

「目前店裏主要的問題還是與顧客的交

流，講話是最有溫度的，我再想找一些智力

方面稍有缺陷的殘疾朋友加入，讓他們也能

在這個公益項目上有所收穫。」楊元成希望

通過公益+商業的方式，讓更多的殘疾朋友

都能加入造血式的公益模式。「有人說我是

癡人說夢，但目標在那，一步步往前走就夠

了。」

做普及手語培訓 望促成雙向奔赴特稿

得益於華強北街道福強社區的幫助，社區黨群服務
中心的一角被免費改造成了咖啡店。今年7月開

業以來，聽障人員在這裏收穫到工作的成就感。咖啡
店只有十幾平米，但布置得很溫馨，牆上不僅貼有飲
品的名稱，在下邊還做了常見手語的普及。在這裏，
來自台灣的楊元成和團隊夥伴們一起成長，希望用更
好的運營模式，幫助更多聽障人士融入社會。

為和員工交流學習手語
2014年，台灣青年楊元成跟着老師來到深圳從事品

牌策劃行業，幫助不少中小企業順利轉型。2017年他
在深圳創辦了一家生態科技公司，賺得人生第一桶
金，不太善於應酬的楊元成決定將其交給職業經理人
打理，自己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然而，在一家米粉
店的經歷，讓他的人生規劃發生了改變。
「5年前，我在一家米粉店吃飯時得知，店裏的服

務員都是聽障人士，感覺很有意思，我就是做品牌策
劃的，想用自己的能力幫這個項目做下來。」楊元成
說，為了跟店裏的員工交流，他還特意去學了手語。

在短暫與這家米粉店合作後，楊元成還經營過一家輕
食店，其間一直聘用聽障職員。在市場上有了一定知
名度後，不少聽障朋友找上門希望能與他一起打拚。

「他人很好，像爸爸一樣」
2021年，楊元成成立了「優依加侖低卡果昔」實體

店。「他人很好，就像爸爸一樣。」和店長潘鵬一
樣，店裏的員工對楊元成十分信賴。這樣的信賴既是
動力，一定程度上也是壓力。高峰時期，楊元成同時
經營5家門店，有18名聽障朋友在他的店裏找到了工
作，但疫情期間遺憾地全部關閉了。2023年，楊元成
在一家基金會的支持下參與了「益加小站 慈善商店」
項目，這是一家販售二手回收物資捐助公益的小舖，
楊元成獲邀負責水吧的經營，會將每份訂單的5%捐
給基金會。
此後不久，華強北街道福強社區聯繫上楊元成，提

出免費提供場地給他們開咖啡店。因為沒有租金和水
電壓力，這家「無聲咖啡店」的定價有優勢，一杯美
式咖啡只收12元。作為對社區的回饋，咖啡店會為路
過的快遞員、外賣員、環衞工人提供免費的檸檬水。

台青：雖受質疑但未動搖
29歲的潘鵬是這家咖啡店的店長，早年曾在上海從
事餐飲行業，現在已經跟楊元成一起打拚了近五年。
他看着手機上的語音轉換文字翻譯，然後通過手寫板
回覆。潘鵬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他最大的心願就是
帶着聽障朋友一起創業，回答完後思索片刻，再在手
寫板上寫下「真的！」
由於聽不見，聽障職員的專注度更高。新的技能，
往往三天他們就能爛熟於心。「平均兩分鐘一杯咖
啡，即便是在CBD的就餐高峰期，我們也能滿足顧客
的需要。」2021年，潘鵬當上店長，從此他便成為了
店裏主動去和顧客接洽的人。

咖啡店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店長和店員完成，楊元成
負責管理方向。當生意不好的時候，楊元成會為員工
們提示方向，例如推廣方面是否有待改進，這些聽障
小夥伴經過集思廣益後，有的在朋友圈分享，有的上
街發傳單，還有的在門口開展試喝的活動，看到這些
的楊元成感到很欣慰。
從最開始的果昔實體店一路走來，楊元成坦言，自
己在企業項目的運營收入，一直在補貼公益項目，在
這期間他受到過質疑，但從未產生動搖。「在殘疾人
士中，聽障人士是最有能力去勞動的一群人，如果只
有1%，那就可以為社會增加勞動力。這不僅給聽障
人群提供了勞動的尊嚴，更可以讓國家的資助留給更
需要的人。」

鼓勵聽障員工與人交流
楊元成對團隊的人員招聘也有所要求：不能有

「等、靠、要」的心態，要從內心自發性地改變，並
且家人願意支持。「剛剛入職的員工都是由店長來
帶，讓他漸漸融入工作中。等店員上手工作後，再由
我參與培訓他們的心態，一般三個月就可以完成培
訓。」
除了每天的工作之外，楊元成也鼓勵他們多主動與
人交流，經常詢問「這杯咖啡做得怎麼樣？」「果汁
的甜度您還滿意嗎？」「還有哪些可以改善？」……
楊元成說，自己最大的心願，就是將管理技術和運

營經驗教給聽障朋友，以後讓他們自己可以獨立開一
家店舖，當他們遇到任何問題，只要是在楊元成的承
受範圍內，他都會伸手支援。「一路走來，有不少小
夥伴都能獨立創業，有的在天津開酒吧，有的在西安
開咖啡店，還有的在父母身邊結婚生子。他們除了收
穫能力之外，還能鍛煉抗打擊的心態，這對他們融入
社會很重要。」

在深圳華強北有一家獨特的咖啡館，除了主理人楊元成

是一個健全人之外，13名店員全部都是聽障人士，最小的

20歲，最大的30歲。顧客通過掃碼完成下單，如果有額外

的需求則可以通過語音識別系統表達，再搭配手寫板和店

員溝通。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懷化報道）「福
地懷化 開放向海」——東南亞、粵港澳主流
媒體懷化行主題採訪團一行繼續在懷化的行
程，領略懷化的文化底蘊、山水人文，感受這
片土地上的無限精彩和悠長韻味。11日，採訪
團來到位於洪江市的湖南省安江農校，感受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此工作與生活的足
跡，領悟「一粒種子改變世界」的力量。

觀安江農校 憶袁隆平院士
現場工作人員介紹，1953年，「雜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從西南農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安江
農校，在這裏工作和生活37年之久。也是在這
裏，袁隆平開始着手對水稻雜種優勢利用研
究，揭開了雜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在安江農校紀念園，依舊保留了當年的各類

教學及科研設施，如袁隆平舊居、辦公樓以及
雜交水稻溫室、圖書館、魚塘、試驗田、游泳
池等。
採訪團來到袁隆平院士親筆手書的「飽飯碑」
前，只見大紅底面上「願天下人都有飽飯吃」幾
個大字，話語樸實而又大氣，令人不禁回憶起袁
隆平院士的偉大成就，深圳新聞網記者唐娜感嘆
地說：「在這樣的小鎮上，袁隆平院士讓一粒種
子改變了世界，也讓天下人都有飽飯吃，他的這
種精神令人佩服，值得我們學習。」

遊洪江古商城 覽市井風貌
古色古香的青牆瓦，略顯滄桑的石板路，雕
琢精美的古建築……採訪團一行來到洪江古商
城，彷彿穿越時光，回到當年「商賈駢集、貨
財輻輳」的年代。
採訪團走進洪江古商城，會館、商號和巨商
宅第隨處可見。景區工作人員介紹，洪江還完
好地保存明清以來的民居、會館、錢莊、寺
廟、洋行、青樓、報館、煙館等遺址380餘
棟，總面積近30萬平方米，有如一幅直觀明、
清以及民國時期社會市井全貌的「清明上河
圖」，是中國近代商業發展的一個標本。
入夜，音樂聲響起來，表演的隊伍行走起
來，歌舞、雜耍、情景劇讓人目不暇接。表演
不設固定席位，以「行進式」的演繹方式，將
街區建築物外牆作為屏幕，讓塵封千年的「洪
商文化」在舞台上再度呈現，為遊客帶來「一
步一景、建築聯動」的視聽盛宴。採訪團的記
者們融入歡樂的人群，彷彿穿越時空，回到了
那個商貿繁榮、繁華鼎盛的年代。

臨芷江受降坊 悟抗戰精神
12日，採訪團一行隨後來到芷江侗族自治
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舊址的受降紀
念坊在陽光下巍然屹立。

紀念館館長吳建宏介紹，芷江受降紀念坊呈
「血」字造型，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標
誌，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歷史見
證，被譽為「中國凱旋門」。「芷江立足豐富
而獨特的和平文化資源，培育和擦亮和平文化
品牌。」吳建宏表示。
在參觀過程中，柬埔寨《金邊晚報》記者王

國立表示，「在芷江感受頗深，前事不忘，後
事之師，我們一定要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增強
中國年輕一代的家國情懷。」
在芷江，記者團還參訪了天后宮、龍津風雨

橋等當地特色文化景點。龍津風雨橋是世界上
最長的侗鄉風雨橋，初建於明代萬曆十九年，
史稱「西南三楚第一橋」。為了便於汽車通
行，風雨橋在抗戰時期拆掉了橋上亭廊和塔
樓，這座飽經了戰爭風雨的風雨橋，至今依舊
緊強挺立。
懷化是湖南三大旅遊門戶之湘西南門戶，為
了推動文旅產業發展，懷化市委、市政府作出
了打造「安江農校農耕文化旅遊區—洪江古商
城—黔陽古城」旅遊「金三角」的重大部署，
有效聚合「兩洪三地」旅遊資源，通過構建
「沅水映丹霞」旅遊走廓串珠成鏈，打造景點
特色鮮明、業態布局合理、交通無縫銜接、服
務規範優質的全國一流旅遊度假目的地，實現
「1+1+1>3」。

東南亞粵港澳主流媒體 訪雜交水稻發源地感受「一粒種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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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團一行在袁隆平院士親書的「飽飯碑」前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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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楊元成是台青楊元成是
「「無聲咖啡館無聲咖啡館」」

的主理人的主理人。。

▶▶店員通過手寫板店員通過手寫板
與顧客交流與顧客交流。。

▲▲由於聽不見由於聽不見，，聽聽
障職員的專注度障職員的專注度
更高更高。。用時兩分用時兩分
鐘鐘，，店員小危店員小危
就能製作一杯就能製作一杯
咖啡咖啡。。

●●無聲咖啡店布置得很溫馨無聲咖啡店布置得很溫馨，，牆上不僅貼有飲品的名稱牆上不僅貼有飲品的名稱，，在下邊還做了常見手語的普及在下邊還做了常見手語的普及。。

●●店員小危店員小危（（右右））與同事用手語交流與同事用手語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