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新、 靓丽是郭真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没有
说话之前， 她总是面带微笑的看着记者， 反而给记
者带来了一些放松。

其实， 记者挺佩服眼前这个女职工的， 尽管她
是一名聋哑人， 但是她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 自学
网络平面设计， 成为了一名VI形象设计师， 是市场
部唯一一名聋哑人设计师。

郭真自学网络是从2010年开始的， 那时郭真还
是北京联合大学的一名学生。 最开始她的想法很简
单。 “我就是想通过电脑与大家交流 。” 郭真比划
着。 有想法之后， 郭真就开始实施行动了。 那时她
住在学校， 每天放学之后她都会在网上看书， 一学
就到了十点以后。 每天晚上都是如此， 一坚持就坚
持了四年多， 挑灯苦读日子终于等到了今天的完美
绽放———市场部招聘了。

在网上看到招聘消息的郭真第一时间投了简历。
“当时投简历的人挺多的， 我们看了她的简历之后，
又看了她的作品。 郭真设计的作品特别的漂亮， 就
通知郭真来面试了。” 刘宁厂长告诉记者。 面试的时
候， 郭真表现的非常好， 回答问题总是第一、 第二、
第三……特别有条理， 性格还很活泼， 打消了领导
所有的顾虑， 顺利通过了考试。

这次是一个面向社会的招聘， 郭真像正常人一
样在人才市场竞争， 但她靠着自己的技术让企业留
下了她。 “聋哑人一般工作技术含量低， 工资也比
较低， 但是我要改变我们的现状。” 郭真打着手语，
眼神坚定的盯着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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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们很珍惜这份工作
已经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

“大宝” 就是家。 尽管他们处于一个无声的世界， 但大家的心里却非常温暖。 比手划脚是他
们平时交流的方式， 他们积极、 乐观， 自信和自尊。 他们非常热爱自己这份工作， 热爱工厂， 他
们很朴素地认为这里的一切是他们生存和能过上幸福生活的必然保证。

2015年是唐相田在 “大宝” 工作的第
26个年头了， 光在装卸班的岗位上也已经
工作11年了， 当记者问他是什么让他留在
大宝日化这么多年的时候， 唐相田的表情
变得严肃了， 坚定地用手语打出了一句
话： “企业就是我的家。”

唐相田是一名聋哑人， 现在是大宝日
化储运部装卸班班长。 每天早上， 唐相田
都会准时出现在班车到达的指定地点， 乘
坐班车上班。 对他来说， 班车的两端都是
他的家， 认真、 负责就是他对家的承诺。

也许很多人会想， 负责装卸工作无非
是一个体力活儿， 但是在唐相田眼里这可
不是一个体力活儿， 而是技术活儿。 凭着
多年的工作经验， 唐相田现在已经成了一
个智能电子称———只要货物一经他的手这
么 “一掂”， 就能知道货物的重量。 前几
天唐相田还及时发现了一个小意外。

前几天， 有一批发到外地的洗衣液
正在装车。 大家争分夺秒地工作。 唐相

田的神经也绷得紧紧的， 不敢出现一点差
错。 突然， 唐相田感觉手中掂着的一箱洗
衣液轻了不少 。 他立马把这箱洗衣液放
下， 确认箱子上标注的数量等方面， 检查
之后发现与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唐相田
更加确认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这箱洗衣
液可能少装了洗衣液。

唐相田立刻向负责人反映了这个事
情， 负责人打开一看， 果然发现本来应该
装八袋洗衣液， 结果里面只装了七袋， 于
是及时补上了一袋洗衣液 ， 弥补了小漏
洞。 也许这是一件小事， 但是正是在小事
上却体现了他们的责任心。 他们不是简单
的装卸工， 而是产品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关
守———数量关。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
着， 主动负起对企业的一份责任。 在跟唐
相田交流的过程中， 记者没有从唐相田身
上看到一丝自怨自艾， 反而是一种积极、
热情、 乐观的情绪始终感染， 也感动着记
者。

“我是2000年1月7日到这儿工作的。” 张亚东用
手语告诉记者。 张亚东也是一名聋哑人， 现在是北
京市大宝日用化学制品厂一车间的副主任。 对张亚
东来说， 2000年的1月7日这天 ， 她记得特别清楚 ，
因为这一天， 她可以开始上班了。

作为一名女性聋哑人， 张亚东很清楚找一份工
作的不易， 当她接到让她上班的通知之后， 她看着
通知单上的日子， 那几个字就深深印在了她的脑海
里。 也许正是因为她很珍惜这份工作， 所以她的工
作总是让领导放心。

年底， 临近春节也是他们比较忙的时候， 为了
赶出工作量， 张亚东和职工们总是自愿的留下来加
班， 一两天可以， 三五天没问题， 甚至有的职工一
连一个星期都住在单位， 为的就是按时完成工作量。
“我们愿意干。” 张亚东比划着。

对于聋哑职工来说， 他们真正做到了 “两耳不
闻窗外事， 一心只干手中活儿”， 所以他们的工作常
常完成的又快又好。 “很多正常人看了我们贴标签、
折纸盒都不由的伸出大拇指， 称赞我们的速度快。”
张亚东伸出大拇指的时候， 少了开始交流时的紧张，
脸上多了几分自豪。 她还笑着跟记者比划： “我们
职工手巧着呢。 很多职工都会编制中国结， 会十字
绣， 其中有一位男职工的绣的十字绣特别的好。”

双手就是他们的耳朵 ， 让他们认识这个世界 ；
双手也是他们的嘴吧， 展示着他们自己的最强音 。
正是因为手上功夫了得， 让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那份自信。

由于记者不会手语， 所以采访需要一个会手语
的人当翻译， 于是大宝日化厂的职工于跃就成了记
者的专职翻译。 “你学过手语吗？” “没有， 就是跟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一些常识性的手语就都会
了。” 于跃笑着说， “很专业的词语不会翻译， 我就
只能写下来让他们看了。”

在于跃眼里， 学会使用手语是对聋哑人的尊重。
“尽管大家是同事关系， 但是像工作之外的日常交流
也是很重要的， 平时大家也会聊一些家长里短， 这
些交流让我们工作起来更有感情。”

和于跃交流中， 可以听出来， 他对聋哑人的态
度并没有轻视或者同情， 反而有一种尊重式的关怀，
也许正是这种尊重式的关怀也让他取得了聋哑职工
的认可。 在他翻译的过程， 聋哑人说完话总是能得
到于跃第一时间的回应。 亲切， 这个手势， 一同接
受采访的张亚东一下连打了两次。 不只是企业的亲
切， 也是整个企业职工之间的亲切。

“与聋哑人相处， 跟正常人不一样。 他们的心
思都特别的简单， 你对他好， 他也会对你好， 甚至
比你对他要好的多。 企业这几年的效益比前几年好
了很多， 他们现在都很有自信了， 干活的热情特别
的高， 每个人都把企业当家， 大家为企业发展好也
是蛮拼的。” 于跃说。 到生产车间的时候， 他们每一
个人负责的机器在不用的时候都会轻轻地在上面放
上一层白色的塑料布， 防止机器落上灰尘。 这些三
年前引进的设备现在依然是锃亮锃亮的。 “他们都
特别的爱惜。”

尽管与他们交流有时会不顺畅， 但是彼此的情
感交流却没有困难。 “在我们厂子， 你经常会发现
两个人站在那， 双手比划着， 这是我们平时交流的
一种方式。 我们没有对彼此工作的指手画脚， 有的
是交流方式的比手划脚。”

唐相田： 我不是一抓准 我是一掂准

于跃：
我们之间比手划脚 但不指手画脚

郭真：
我找回了自己的耳朵和嘴巴

张亚东：
用双手打开留给我们的那扇窗

储运部装卸班班长

生产部经理

一车间副主任 VI形象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