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用歌声，点亮视障孩子眼里的光
特教老师张雪梅为让视障孩童重拾信心，带他们去室外唱歌，“你笑起来真好看”是她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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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4月21日讯 在长沙市开福
区，“吧赫西点” 静悄悄地藏于湘春巷中。这
间被网友称道的“无声面包店”以其特殊的
使命———免费为听障人士提供面包烘焙技
能培训、 提供就业岗位， 吸引了无数顾客。
2022年，曾是一名老师的46岁德国人何墨凯
和妻子来到长沙，“握紧”了德国老乡、前店

长吴正荣手中的爱心“接力棒”。
两年时间过去，4月21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再次来到这里，

新店长的面包店“初心”未改，“面容”依旧。

换店长不换初衷，吸引顾客慕名来消费

“很早就听说这家面包店的店长支持帮助残障人士就业，
很钦佩店长，我是慕名而来。”4月21日，从长沙城南特意来面包
店打卡的熊女士，买了几个小面包和一杯咖啡。和正在店内整
理糕点的何墨凯简短交流后，熊女士才得知，异国面孔的何墨
凯其实是面包店的第二任店长。

2021年下半年，因为年岁渐长，花了10余年时间培训了20
余位听障面包师傅的吴正荣夫妇，决定结束在中国20多年的生
活，返回德国家乡。他们向外界发布了转让面包店的消息。一场
爱心接力由此展开。经过考察，2022年5月，前店长返回德国，曾
在宁夏当小学老师的新任店长何墨凯带着妻子、 天津人哈娜，
两个女儿来到长沙，正式接手面包店。

两年时光悄然过去， 店内橘黄色的灯光依然带着暖意，墙
上仍挂着前店长吴正荣的照片，扑面而来的面包香味让路人驻
足入店、选购享用。

2023年夏天，何墨凯带着家人回了一趟德国，和吴正荣夫
妇俩也见了面，相处了两天。“我还会跟他联系，特别是第一年
的时候，我经常会问他一些问题，现在也仍然会交流。”和前任
店长一样，戴眼镜，高鼻梁，这位德国莱比锡大学汉学博士的笑
容和他来时的初衷一样，简单而朴实。

“生意‘还好’，可以更好一些”

从教育行业跨入餐饮，面对三湘都市报记者的采访，何墨
凯坦言，生意“还好”。

何墨凯说，他也知道“好生意”不是一直都会保持，“现在的‘生
意’也不是差到我们需要关店，只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好一些。”

何墨凯接手面包店后，有3名听障学徒。面包店很小，包括
店长在内的正式员工已有11名，除了为学徒提供培训，很难再
直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何墨凯说，学烘焙最重要的是“兴
趣”，这也是他面试学徒时最看重的。

接受记者采访时，何墨凯和前台的听障员工用手语交流了
几句。

“有点低估了手语的难度。”刚来面包店时，何墨凯一边工
作一边学手语。就像方言一样，何墨凯发现，几乎每个面包师傅
用的手语对某些词汇的表达会不一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何墨凯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手语
APP，“不仅有动作图片解析，还有真人示范视频，这样也可以
帮助大家统一手语动作。”

“很享受这份工作，感到很幸福”

因为面包师傅们都是听障人士，虽然有闹钟提醒烤箱烘焙
时间，但是师傅们听不到，所以前后两任店长都对看烤箱时间
的这份“重任”，十分在意。

采访结束，何墨凯抽空研究起了面包店上线的小程序。“我
们做的产品可以邮寄到全国各地，通过小程序下单，也能帮我
们减少不少人力。”

来到这里后，何墨凯和哈娜一起研发了咖啡曲奇、三重巧
克力芝士蛋糕等新产品，改良了部分经典产品的配方。

“很享受这份工作，感到很幸福。”原本就想拥有一份手工
类工作的何墨凯说，“可以烤面包，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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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点亮孩子眼里的光

张雪梅告诉记者，她到衡阳市特殊教育
学校任教已有近7年时间， 以前在普校教一
首歌，简单一点的，可能一周两节课就可以
学完。“但现在简单点的歌曲可能都得半个
月，歌曲难度稍微大一点的话，起码得一个
月才能学会。”

对于视障学生而言， 学习唱歌需要克
服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尤其是学习歌
词方面，需要逐字逐句地读给他们，并解释
歌词含义，以防他们听成多音字。学生们理
解每一个字后，会拿出盲文板和盲文笔，将
学会的歌词一点一点扎在纸上， 方便触摸
阅读。

“刚开始，学生都不敢放声高歌，只敢躲
在角落里轻轻哼唱。”张雪梅发现，视障孩子
学习唱歌，除了生理上的困难外，心理上的
自卑才是他们最难以克服的障碍。

为了让视障孩童重拾信心，张雪梅带着
他们去室外各个场所唱歌，走廊、操场、跑道
上都留下了他们唱歌排练的身影。

几年前，张雪梅将一段4位盲人女孩唱
《最美的瞬间》的视频发布到网络，她们
的“天籁之音 ”惊艳全网。网友的点赞 、
鼓励，让盲人女孩不仅是兴奋，更是收获
了自信。

后来，张雪梅发布的视障班学生唱歌
作品也越来越多。 学生们从网络上了解
到大家对他们的夸赞后， 也会互相分享
喜讯。“听见大家对他们的评价后， 他们
特别开心， 每天都是那种哈哈大笑的。”
张雪梅说。

为了鼓励孩子们，“你笑起来真好看！”
这句话已经变成了张雪梅的口头禅。 曾露
露是张雪梅的学生之一，以前总是低着头，
不敢说话，现在笑容多了，自信多了，上课
回答问题越来越积极，成绩不断上升。在孩
子心中， 张雪梅就是他们眼中那道最明亮

的光。
“现在，大家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也变得

越来越自信了，更加热爱生活。别人都说他
们的声音是天籁，是小精灵！”张雪梅说到这
儿，嘴角止不住地向上扬，自豪欣慰。

不厌其烦地教学，享受学生们不断地进步

除了在视障班担任音乐老师外，张雪梅
还是培智班的班主任。班里的8名学生，智商
大多处于60以下，同时伴有自闭症、唐氏综
合征等多种障碍类型的孩子。

面对这群特殊的学生，她的教学不得不
细致而缓慢。“教生活语文，要教他们学会找
男厕所女厕所，认清学校、教室的位置，还要
教他们叠衣服、裤子，以及叠被子等生活方
面的知识。”张雪梅说，这些在普通人看来相
当“容易”的事情，就是她课堂上周而复始的
教学场景。

同样的话语需要不断地重复，学习进度
相比普校也有着天壤之别， 可张雪梅接受
并享受着这“微乎其微”的教学成果，在她
看来，“哪怕学生只有‘一厘米’的进步，那
也意味着这群孩子离回归社会的路就近了
‘一厘米’。”

近7年时间，张雪梅从最开始为了责任，
到现在全身心投入，她打心眼里爱上了这群
特殊孩子。

在张雪梅的视频平台账号里，几百条短
视频几乎全是特殊孩子天真烂漫的笑脸。细
细翻阅，不仅有呆萌可爱的“唐宝”，还有喜
欢唱歌的视障女孩，也有心灵手巧的自闭症
儿童，每一个视频里都充盈着张雪梅对孩子
们满满的宠爱。

“看见学生们不断地进步， 觉得实现了
自己的价值，都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张
雪梅高兴地说。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特教
事业，这是特殊儿童的福音，同时也增加了
所有特教老师的信心。

“你轻轻地走过那，在风雨花丛中，每一点一滴带走，
是我醒来的梦……”4月21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进衡阳
市特殊教育学校，听见一阵空灵的歌声从教室传来。走近
了解后发现，音乐老师张雪梅正教导视障班的孩子们跟着
伴奏一词一句地练习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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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店长爱心接力两年多
“无声面包店”期待生意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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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音乐老师张雪梅在教视障班的孩子们学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