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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烘焙制品自带暖意，面包的香气
扑面而来，焦糖色的外表令人食欲大开，奶油、
红豆等各色馅料或香甜或浓郁，这是独属于午
后的惬意。几年前，婉莹不会想到，如今自己
成为了面包坊店主，走上创业的路子；学平面
设计出身的阿然（化名）也在餐厅找到了自己
的“用武之地”。身为心智障碍者的他们把爱
心融入甜食、饮品，用美食治愈顾客，也治愈着
自己，一个又一个开在街头巷尾的小店正为这
群特殊群体开拓出一条社会融合的可行之路，
同时缓解了他们的就业之困。

■采写：新快报记者 麦婉诗 毛毛雨
通讯员 莫冠婷 陈磊

在珠海市社会福利中心门口，停放

着一辆蓝白色的流动餐车，这间看似平

常的面包烘焙和饮品店，其实是珠海市

社会福利中心为 10名成年残障孤儿定

向打造的餐食小店。虽然出品时间稍

长，但并不妨碍不少珠海市民慕名前来

“打卡”。

10名残障青年在相关工作人员指导

下，轮流负责收银员、饮品制作员、打包

员、清洁员4大类岗位。珠海市社会福利

中心社工陈仲宝介绍，这10名青年有着

不同层面的发展障碍，由于智力或言语

障碍的影响，大部分只能通过简单字或

词汇、生活手语表达，比如“好”“谢谢”

“欢迎”“拜拜”；而在制作方面，通过拆分

工序、反复练习巩固记忆，他们能在支持

下完成咖啡、烘焙蛋挞等餐饮制作。

“实现成年残障孤儿就业，是我们

长久以来的心愿。”珠海市社会福利中

心主任朱正香介绍，中心主要收留抚养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残障比例高达

90%。部分成年残障孤儿具备一定的劳

动能力，但又不具备完全就业能力。为

帮助他们自食其力、融入社会、实现自

我价值，珠海市社会福利中心为此作出

了不懈的努力与长期的探索。“这里孩

子的职训学习是以月，甚至以年来计

算，看起来简单的拉茶环节，他们学习

了两年。”陈仲宝说。

去年 12 月 20 日，“圆梦号”餐车的

10 名服务员领取了第一笔合计两个月

的“劳动津贴”。店员阿乔（化名）表达

了简单的心愿说：“我打算存钱买一部

手机。”阿岸（化名）用手语分享道：“这

份工作我很喜欢，感谢大家的支持帮

助，希望团队越来越好。”

▲婉莹与星梦面包坊的合影。

新快报记者 郭思杰/摄

治愈系小店为心智障碍者解就业之困

全国政协常委李世杰在去年全国

两会上提交的一份提案显示，目前我国

有1800万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但截

至 2021 年底，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为

881.6 万人，就业率不足 50%。其中，

1200万心智障碍者（包括孤独症和智力

障碍人群）的就业率不足5%。

心智障碍者就业困难仍是其融入

社会的一大难题。“困扰着我们的不是

提供何种职业康复训练，而是经过训练

心智障碍青年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岗位，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们匹配

到相应的工作岗位。”刘梦华表示，相比

起肢体残障人士，心智障碍者病情会有

起伏，常年服药也会造成他们肥胖、嗜

睡、精神不集中等，导致他们很难在工

作岗位上持续服务。

王密密也有同样的看法。以王密

密所在机构的服务对象为例，她说，患

有孤独症的青年有沟通障碍和语言障

碍，同时伴有情绪问题。相比其他肢

残、视障、听障等残疾人士，这类人群的

弱势体现在他们存在不稳定性。对于

用工企业来说，需要从承担的风险角度

来考量。比起就业，王密密认为创业更

加适合这类群体。“孤独症青年在创业

过程中能够享有自主性，个人收入和相

关有利的政策支持具有一定的保障性；

从长远看，固定规律的生活方式可以提

高自身功能也能解决他们未来自身的

托养难题。”

从四年前爆火出圈的上海“熊爪咖

啡”，到在广州发展成熟、为视障人士就

业赋能的“手心咖啡”，咖啡店、烘焙店等

形式为何能成为特殊群体就业创业新途

径？在王密密看来，诸如学习烘焙、制作

文创手工艺品等重复性、精细化的操作

是非常适合孤独症等心智障碍青年的就

业创业方向。“他们能够做一些很精细且

普通人觉得枯燥的事情，最后呈现的结

果也令人惊艳。”王密密说。

“除了场地、人工、水电等成本，我

们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成

本培训出一名合格的员工，出品不达标

导致的日常损耗也不小。”刘梦华提

到。尽管如此，刘梦华更希望餐厅与员

工之间是“同行者”的角色，目前店铺已

经积累了一定的客户和粉丝，刘梦华正

设想着如何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能够

让店铺持续地运营下去。“市场化运营

能够达到收支平衡，这是我们未来三年

以内的目标。”刘梦华说。

早上10点开始收货、入账、销售、盘

点、订货、结算，晚上 8点半下班……这

是婉莹在星梦面包坊的日常。按婉莹

的话说，现在的生活就像“突然间的一

场梦”。在开面包店之前，婉莹在快餐

店工作了 4年，她曾在教育机构里做宣

传，兼职派发传单。

说起现在的生活，婉莹觉得很奇

妙。她说，“我喜欢烘焙，喜欢面包、点

心和生日蛋糕，我觉得它们很梦幻、很

唯 美 ，我 恨 不 得 一 年 365 天 都 吃 蛋

糕。”

吃蛋糕，卖面包，还能赚钱，婉莹说

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得益于第

十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星

光闪耀计划”的支持，这家面包房圆了

心智障碍青年婉莹的梦。

作为“星光闪耀计划”的申报主

体，据广州市荔湾区星耀自闭症青少

年社会服务中心的主任王密密介绍，

该计划的出发点为了解决自闭症青

年毕业后的就业难题，帮助他们主导

自己的职业方向。“通过搭建就业辅

导中转站，提供多元化、系统化的技

能辅导，让自闭症青年将学习成果发

展为自主创业，使他们融入社会。”王

密密说。

目前，王密密正着手落地文创产品

的创业项目，同时扩展一些新的职业技

能培训，争取在今年帮助 20—30名孤独

症青年实现创业。对于未来，王密密显

得很有信心，她认为可持续、可复制的模

式在未来能够将周期缩短至一年半，甚

至更短，她相信完全可以复制到全国乃

至三四线的城市，也希望更多孤独症青

年能因此受惠。

在人流如织的北京路一隅，一家溢

出鲜花、咖啡、烘焙香气的餐厅内，阿然

（化名）在厨房将面团搓圆后放置在烤

盘上，用拇指轻轻一压，玛格丽特饼干

的雏形就出来了；另一边，阿东（化名）

正在制作咖啡，静候客人光临。这家名

为“乐活融合餐厅”的店铺从外观上看

不出什么特别，实际上餐厅内的店员多

数是心智障碍者。

“乐活融合餐厅”前身是由广州市

家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广州市越秀

区康园工疗站服务中心在 2020年共同

搭建的烘焙饮品公益店铺。据家康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梦华介绍，去

年 5月，团队对餐厅进行升级，结合现

有场地，将简餐、烘焙、咖啡饮品、园艺

等产品进行整合，重新打造“乐活融合

餐厅”，除了产品及岗位更加多元化外，

也增强了政府、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

多元主体联动，共同促进精神康复者的

权益保障与社会共融。

“在这里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时

间可以自由支配。”学平面设计出身的

阿然目前在餐厅里担任烘焙学徒，此

外，由她设计外包装的茶饮也在柜台上

售卖。

“我希望我们的餐厅可以成为展示

社会融合的一个窗口。”刘梦华介绍，从

2020年平台探索至今，他们已累计为辖

区内精神康复者开展简餐、烘焙饮品等

职业康复训练班共86场，目前已为近百

名康复者提供辅助性工作岗位，还将多

名康复者推荐到适合的企业进行就业。

公益创投项目让她圆梦创业

@乐活融合餐厅 希望成为展示社会融合的窗口

@“圆梦号”餐车 帮助残障孤儿自食其力融入社会

心智障碍青年就业之困如何解？

■珠海市社会福利中心为成年残障孤儿定向

打造的餐食小店近日开业。 通讯员供图

■乐活融合餐厅外部陈设。新快报记者 麦婉诗/摄

◀婉莹正在星梦面包坊内陈列面包、蛋糕。

新快报记者 郭思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