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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看点

无声诉求：我们想学车！

聋人学车最大的问题是听力不好，尽管公安部规定符合要求的聋人可以学车，但社会各界仍然存在各种误解和偏见。申请学车的
路上充满曲折。

申请材料后面的 100多个
红手印

2009年，公安部颁布《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 允许符合条件的肢残人
士和听障残疾人驾驶特定类
型的汽车。随后，中国残联、公
安部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切
实做好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
工作的通知》，湖南省残联、公
安厅等七部门转发了这一通
知。从2010年年底起，长沙、湘
潭等地陆续有肢残人士学习
考领了驾驶证。

崔春艳、廖健等一些早就
想学车的聋人获悉这一消息
后，为自己有可能实现驾车梦而
激动不已，便依据公安部规定到
驾校报名和定点医院进行体检。
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次次闭
门羹。“我们医院没有佩戴助听
器的听力检测”、“我们驾校不接
受听障残疾人报名” ……为了
通过体检，廖健一天内“跑了5
趟”医院也无济于事；崔春艳咨
询过的所有驾校， 几乎都对聋
人关了大门。

“残疾人考驾照，往小了说

是实际需求，往大了说是社会平
等的体现。” 省聋人协会主席陈
晓阳决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通
过正规渠道谋取正当权利。

陈晓阳的建议在省聋协
QQ群一经发布， 聋人们积极
响应，踊跃报名。

今年5月16日， 长沙成才
学校教学楼三楼， 来自长沙、
湘潭、郴州等地的聋人聚集起
来，商议如何向政府相关部门
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 会后，
陈晓阳带领100多位聋人在申
请材料上按上自己鲜红的手
印， 用这种近乎壮烈的方式，
无声地表达着自己想开车的
愿望。

43名听障残疾人通过体检，
报名参加驾培

事情在今年6月初迎来转
机。

6月6日，湖南省第四届残
疾人就业招聘会在长沙举行。
省就业中心、长沙市残联组织
200名求职残疾人大中专学生
参加招聘会。

崔春艳也参加了这次活

动。在会场，她碰到了前来招
聘人才的茂林驾校校长成茂
林，“茂林驾校可以给听障人
士提供学车的机会吗？”“当然
可以！” 成校长当即答应了崔
春艳的请求。

6月底， 长沙开始启动夏
天模式。烈日下，陈晓阳、成茂
林和崔春艳数次出入长沙市
交警大队驾考中心、长沙市交
通局驾驶员培训管理处等政
府部门，为听障残疾人学车梦
想奔走。

所幸事情进展十分顺利。
驾考中心驾考管理科科长匡
立军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调整考试方式；交通局驾培处
处长熊文革，“看了申请报告
后，当即同意驾校开办”。

7月1日，省聋协与茂林驾
校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消息一
传十、 十传百， 很快广东、浙
江、湖北等省的聋人朋友纷纷
来湖南报名。

被视为最关键的体检一
关， 也通过省卫生厅的支持，
在湘雅二医院、长沙市第一医
院获得重要“突破”。

7月19日上午， 湘雅二医

院熙熙攘攘的挂号大厅内，一
群聋人围在一起三三两两地做
着各种手势，脸上满是高兴、疑
惑、 紧张等表情。8点整众人跟
着崔春艳“呼啦啦” 涌向医务
科，却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驾
驶员体检项目所需要的电子表
格，湘雅二医院没有。

临时的变故让崔春艳有
点措手不及， 她当即给省残
联打电话征求建议。 省残联
维权部部长谢开图回复说：
“听障驾驶员以听力检测为
标准参加学习， 但还是要做
全面体检。”按照谢开图的建
议， 崔春艳马上联系了长沙
市第一医院做驾驶员体检，
听力检查仍旧在湘雅二医院
进行，因为“满足文件要求的
佩戴助听设备的检查， 湘雅
一、 二医院具备这个硬件条
件， 开设了这个检查项目。”
最后两份合格的体检表同时
提交，准备报名。

体检之后，11名听力不合
格者、2名视力不合格者和1名
色弱被淘汰，43名配备助听设
备的听障残疾人顺利通过，可
以报名参加驾考培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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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取驾照：摸索驾考培训“湖南模式”

如何让聋人顺利掌握驾驶技术、通过驾考？茂林驾校除借鉴外省经验，更多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更多聋人要实现驾车梦想，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不可或缺。

唐冬林教练的十几支空笔芯

长沙市岳麓区平塘镇，一
条蜿蜒土路通向市郊。土路尽
头， 茂林驾校的房舍散落排
列。跨过驾校大门，一条横幅
映入眼帘，“热烈欢迎听障残
疾人朋友来我校培训！” 红底
白字，十分醒目。

从7月20日开始， 这条横
幅要“守候”着它欢迎的人们
学车考证了。而茂林驾校要做
的，远不止挂一条欢迎横幅这
么简单。听障学员与教练之间
能顺利沟通吗？学车出现意外
怎么办？ 成茂林心里清楚，交
通安全不是儿戏。

从审核报名资料起，这家
培训经验丰富的驾校就严格
对待，听力、视力、时间等各项
条件一个都不放松。 经过筛
选，37人符合要求， 正式进驻
驾校学习培训。

“原材料”已经就绪，为了
将其打造成最优“产品”，茂林
驾校可谓做足了功课：优惠提
供食宿， 录制手语教学视频，
配备5名专门教练并接受7天
手语培训，开通“茂林驾校听
障班”QQ群，还将学员分成两
批，小班教学，循序渐进。

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程
度还是远远超出了教练的想
象，最难之处在于交流。教练

与听障学员之间，一个只会简
单手语，一个只能听懂简单词
汇；听障学员之间，因地域原
因产生的“手语方言”有时候
也让双方面面相觑。

“既然手势不行， 我们就
用文字来补充代替，一遍看不
懂，教练们就重复多遍，直到
学员们掌握每个动作。” 总教
练唐冬林是个耐心的人，科目
二教下来他的笔芯已写完了
十几支。

还有聋人的心态问题，三
年甚至五年的学车愿望眼看
就要实现，很多人“恨不得一
天就学会”， 于是有学员建议
把接受能力强和接受能力弱
的聋人分开学习。这一想法立
即被大多数人否决，“大家现
在是相互帮助，会开的带不会
开的， 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对
方，这和教练讲课的角度不一
样，能更好地提升没经验的学
员。”

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摸
索， 渐入佳境。8月8日科目一
考试，合格率97%；8月22日科
目二考试，合格率100%。

“起步晚了，要加快步伐跟上
队伍。”

“出发了！童鞋们，两个多
月的坚持和努力，决战就在今

朝！老婆问我感觉怎样？我说
我叫不紧张！ 为我们加油！愿
大家好运！共同金榜题名！”

9月18日凌晨5点，“茂林
驾校听障班”QQ群里，学员王
伟发布了一条“正能量”消息。
3个小时之后， 湖南省首批聋
人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将正式
开始。

上午8点， 长沙市交警大
队驾考中心候考厅内等待考
试的人们络绎不绝。候考厅内
一角，24位听障残疾人安静地
坐着，旁边墙上，视频里正在
循环播放安全驾驶的宣传片，
只有声音和图像，没有字幕。

8点半，廖健、董明明、肖
丰洲、 李坤奇等8人第一批出
发，上路接受检验。

路考内容包含上车准备、
起步、直线行驶、变更车道、夜
间行驶等13项，驾考中心随机
抽中其中若干项（不少于10
项）， 考生按规定操作， 满分
100分，90分合格通过。考虑到
聋人的听力问题，驾考中心对
考官进行了简单的手语培训，
一些无法用手语表达的则通
过文字来提示。

“同志们， 我过关了！”上
午九点多QQ群里传来一条消
息，廖健第一个通过路考。“恭
喜！”“厉害！”“开门红”提升了
众人的信心也增大了压力，更

多人没有廖健的幸运，被挡在
了及格线外。

在现场陪考的校长成茂
林密切关注考试动态，在他看
来，24人考试9人通过的成绩
还可以更好，“模拟考试的情
况比现在要好，可能是学员心
里紧张，有些人听不懂考官手
势，听不见发动机声音，影响
了发挥。”学员、驾校、驾考中
心，一切都在摸索之中，成茂
林相信第二批、第三批成绩一
定会有提高。

首批聋人考试前一天，聋
协主席陈晓阳正在北京参加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中国残联主席张
海迪在会上指出， 未来五年，
要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加强
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残
疾人平等权利。

第一批学员拿到驾照后，
成茂林计划建立专门的聋人
驾校，借鉴各地经验，办出湖
南本地的特色，“起步晚了，要
加快步伐跟上队伍。”

■文/三湘华声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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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我们这个社会的“听力”

“祝大家聋人节快乐！”9月22日国际
聋人节当天，在翻译的指导下，我和参加
活动的人们用手语向现场聋人朋友问
好。这是5个月以来，我第一次用手语和
自己的采访对象进行交流。

今年5月，长沙市聋人协会主席徐志
的报道请求， 带我走进了这片无声的世
界。几个月的跟踪采访，除了用笔和纸之
外， 我和这些渴望考驾照的人们， 被沉
默、似懂非懂的表情、挥舞在空中的手势
和咿呀哼哈的发音不远不近地隔着，要
不是个别聋人朋友拥有健全的口语表
达， 我也许不会这么深入地阅读着他们
精彩纷呈的故事。

他们是一群特别的人，热情、真诚、
简单、专注，拥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但
更抱团，更敏感，也更急切地想表达自己
的“正常之处”。于是呼啦啦来、呼啦啦去
的集体行动， 还有脸上略显夸张的表情
和“奔跑”在纸上的潦草字迹，便显得在
情在理。

但回过头来看，要是我没有机会走近
这些聋人朋友，我还会这样想吗？相信我和
每次遇到的围观路人一样， 除了好奇的目
光外，就剩好奇的问题了———聋人也可以
开车啊？他们听不见声音怎么开呢？

这些好奇的目光和问题足以说明，真
正听不见声音的，其实是我们这些所谓健
全人，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听”不见身边
还有这么一群人，“听” 不见聋人们的喜怒
哀乐，“听”不见他们的正当诉求。我们过着
习以为常、自以为是的生活，被短视、淡漠
和偏见毁坏了健全的“听力”。

首批9位聋人考过驾照的故事里，我
们看见聋人们追求梦想的执着， 更看见
政府机关、医院、驾校、协会的多方努力。
这就是一场集合全社会力量的耐心倾
听， 用心服务。 健全我们这个社会的听
力， 需要从小事做起。 如果你是政府官
员，请制定措施为聋人学车、就业服务；
如果你是社会名人， 请用自己的知名度
多做公益活动； 如果你只是一名普通市
民，不妨学一句简单的手语，见到聋人时
微笑着说：“嗨，你好吗？”

●2009年12月底，公安部发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111号令》， 允许
佩戴助听设备的听力障碍的人员可以
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
型的机动车驾驶证。2010年4月1日，这一
规定正式施行。

●2010年9月26日第53个国际聋人
节，北京市向听障人员颁发驾驶证，成为
国内首个允许听障人员考驾照的省市。
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徐州、大连、南京、
甘肃等省市，已允许聋人学车考驾照。

相关链接

按照规定，聋人拿到驾照后必须佩
戴助听器才能开车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