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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

我是成山路 334455号咖啡馆第 11227700位客人，，你呢？？
这家试运营就爆棚的咖啡店真的很““特殊””

□晨报记者 孙立梅 罗佳明

7 月 17日下午 3点刚过。成山路 345号，梦工坊咖啡馆。刚走到门口，
黑框玻璃门立刻被从里面拉开了。杨安昆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标准的迎宾
用语脱口而出：“您好，欢迎光临！”
走到收银台前，就看到殷昊从咖啡机那边探过头来，跃跃欲试地等着我

们点单。万初鹏则站在留言墙边上，对我们羞涩地微笑示意。
我们点了两杯榛果拿铁，殷昊立刻开始动手操作。再回头朝门口看时，

杨安昆正在小黑板上，一笔一划地更新顾客数量。
这天真而热情的待客之道，使得每个走进梦工坊的顾客，都能立刻感受

到它的与众不同，也因此语速放慢，脚步放缓。
这里，同时也是浦东新区首个心智障碍青年支持性就业基地。这样“特

殊”的基地，目前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也并不多见。
跟此前在上海出现过公益性质的爱心咖啡馆不同，梦工坊走的是正规

经营路线。
除了店长何玉田之外，包括杨安昆、殷昊等 7个咖啡馆的正式员工，都

是上海市浦东新区辅读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年龄 20 岁上下，患有不同程度
的心智障碍。
虽然还在试运营期间，但 20 天来，已经有 1200 多名顾客来过这里，其

中绝大多数都是慕名而来的。有位顾客在留言板上写下这样暖心的字
句———
“你们的笑容温暖了这座城，你们的努力感染了所有人！”
“我知道能得到这份工作很不容易”
因为在培训期间冲泡咖啡的成绩最好，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殷昊荣升为

7个孩子当中唯一的咖啡师，还获得不少顾客的当场称赞。活泼热情的他会
主动跟顾客打招呼，说话速度虽然慢但条理清晰，人称“殷总”。被问到与顾
客之间的互动时，他一本正经地表示：“我觉得我需要低调一点，表扬的话
应该是（由别人说），自己要谦虚一点。”
力求低调的“殷总”工作起来，却毫不低调。店长给他排了晚班，每天中

午 12点上班就行，但他坚持 8点到岗，从早 8点足足做到晚 8点。老师们
劝他要多休息，他一开始说早到是怕堵车，后来又说自己“上午做顾客，下
午做服务员”，总之，就是愿意待在咖啡馆。
问殷昊在工作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们：“我知道自

己能得到这份工作很不容易，我觉得我自己适应得很好。”
像殷昊一样，在这个特殊的咖啡馆里，每个孩子都表现出了十足的热情

和斗志。
在门口迎客的杨安昆，其实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但他对数字异常敏感，

每天负责在小黑板上更新顾客数量，高兴了还能来上一段说唱。
忠厚老实的万初鹏非常羡慕殷昊的技能，当我们问他工作中有什么困

难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我不会做咖啡。”一边的万妈妈解释说儿子的动
手能力不是很好。但万初鹏却是店里的清洁达人，把每种抹布的用途记得清
清楚楚。
跟殷昊一样是“唐宝”的秦佳晨，从收到上岗通知之日起就非常激动，

每天很早就起来，结果试运营的第一天就感冒了。他站都站不稳，还坚持到
店。辅读学校的老师们说起这一段儿来，还是觉得又好笑又心疼。
此外，像大姐姐一样很会照应大家的吴薇，憨厚的沈程，以及因为排班

没有在店里、却频频被老师们提到名字的脑瘫患儿王颖异，共同组成了梦工
坊特殊的“梦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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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遍重复的“你记住了吗”

被店长“正式批评过的不止一个”

在“梦之队”的 7人组合背后，是为数更多
的“筑梦人”队伍。
浦东新区辅读学校的沈蓉、杨斌两位老师

当天正在店内做“就业辅导员”。当服务员之一
沈程端着咖啡托盘还在茫然四顾的时候，沈蓉
指点他看向我们的桌子，并且提醒他核对一下
收银单。“这个时候你就要对客人说一句：这是
您的咖啡。完了再问一句：您需要一杯柠檬水
吗？这两句话，你记住了吗？”
沈程乖乖点头。
虽然 7个孩子经过学校期间的学习，在梦

工坊试运营之前又接受了 1 周的集中培训，但
总有这样那样做不到位的地方。从 6月 28 日
梦工坊试运营以来，“你记住了吗”，是店长和
老师们对这些特殊员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由辅读学校老师和孩子家长组成的“就业

辅导员”队伍，是梦工坊的常规驻店成员。杨斌
老师告诉我们，前期已经跟店长做过多次沟通，
包括告知每个孩子都是什么样的脾气、孩子们
有情绪的时候怎么介入，等等。试运营开始之
后，孩子们的岗位协调、服务细节都需要随时进
行指导。
“刚试运营的时候顾客不是很多，但随着

口口相传，包括媒体也开始关注，从上周五开始
进入大客流，每天有一两百名顾客进来，孩子们
一下子应付得比较辛苦。他们之前接受的培训，
服务时间相对比较短，节奏也比较慢，但到了实
地，要面对真真正正的客人，他们心里还是很有
压力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就是协助他们快速进入上岗状态。”
为此，辅读学校的好几位老师主动放弃了暑期休息。而试运营 20天以来，何玉田没有休息过一天。
在应聘成为梦工坊店长之前，何玉田是另一家连锁咖啡店的店长，这也是他首次接触心智障碍人群。
“从第一天跟他们接触我就发现，他们都很乖，很听话，干活很仔细很认真。现在我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情，是跟他

们反反复复地说注意事项。早上开晨会，都要反复强调桌子怎么擦，哪些部分需要改。因为他们真的忘性很大。”

梦工坊的留言墙上贴满了心形纸条，上面是各种热情
洋溢的鼓励———
“这是一杯加了爱心调味料的咖啡！”
“你们的笑容温暖了这座城，你们的努力感染了所有

人！”
“自助！助人！”
“这里的咖啡有爱有梦更有未来！”
……
但是对这群孩子来说，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助”，

并不容易。秦佳晨身体很弱，无法安排独立岗位；殷昊做复
杂的咖啡花样时需要何玉田在一旁辅助；沈程经常在老师
们的指引之下，才能找到顾客的桌位。
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小何哥哥”“小何老师”的何玉

田坦白地告诉我们，在工作中他会要求比较严格。“尤其是
对那几个动手能力稍好一点的孩子，我会比较严厉，我是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学到东西。被我正式批评过的，已经不止一
个了。”
何玉田上一次批评某位员工，是因为其在没得到店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给客人泡了茶水，用来代替免费的柠檬

水。
“他内心觉得自己这个做法，是一个会被我夸奖的事情。但这已经超出原则了，他用伯爵红茶泡给客人喝，这个成

本就上去了。这一块，他们不是很懂。被我批评过之后，他就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

“不想把孩子们送出去再被退回来”

而在当天上午的晨会上，何玉田还向员工们强调另外一个服务细节。有几位顾客反馈给店长，服务人员上餐之后，
顾客说了一声“谢谢”，服务人员却没有下文了，他们不会立刻说“不客气，祝您用餐愉快”之类的。
“这块我们每天都要跟进。我其实特别欢迎客人能给我们提意见。包括一位客人跟我说的时候，他也很客气地说

这并不是投诉，而是希望我们这个店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专业，这样才可以长久地走下去。”
何玉田直言，目前绝大多数顾客只是因为梦工坊的特殊性而来，但从管理者的角度，这个“特殊”并不意味着稳定

而长久的吸引力。因为“特殊”而自动放低标准的做法，则更不可取。毕竟，梦工坊不是公益性质，而是正规经营的。
有趣的是，7个员工正在学习“看店长脸色”。“如果店里很忙，我一直绷着脸，他们就会很听话。偶尔不忙的时

候，他们就会想办法逗我开心，非常可爱。”

何玉田希望能让孩子们在工作中真正学到东
西，而不是简单地被照顾甚至被同情，也是浦东新区
辅读学校校长王英和老师们的共同想法。

沈蓉和杨斌都提到，浦东新区辅读学校的应届
毕业生每年都保持着 80%以上的就业率。但一两年
之后，学校做回访，却发现很多人已经回家了，就业
率降低到 50%甚至更低。
沈蓉说：“这样的孩子回家之后，工作技能和生

理机能都会退化。我们做老师的看着是很心疼的，我
们教了那么多，孩子们费劲学了那么多，家长们也做
了很多的工作，但好像没能给到孩子们帮助。我们把
他们送出了校门，然后他们又被退回了家门。”

王英分析说：“没有专业的指导和陪伴，让他们
完全融入职场是有困难的，这就导致很多孩子就业
的期限不长，比如做了一年就被企业解雇了。原因是
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离开了学校的扶持和
帮助，他们一下子进入普通人的世界，还是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企业的准备也是不足的，包括怎么样接纳一个残障的
孩子，企业的包容性、平等性，以及怎么了解这些孩子的特性。”

因为“不想把孩子们送出去再被退回来”，浦东新区辅读学校做了很多工作。比如 4年前在校内开设“最后一公
里”课程，提前把职场的思路和做法渗入到课程当中，让学生提前认识职场；两年前，在校内打造了梦工坊咖啡吧，让
学生模拟做咖啡吧服务员；再就是今年，通过校企合作，面向社会的梦工坊咖啡吧开始营业。

6月 28日上午，殷昊等 7名学生刚刚拿到毕业证书；当天下午，他们的监护人就与梦工坊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
梦工坊的前门面向成山路，后门则直通辅读学校的校园。梦工坊的经营者在此做餐饮多年，对心智障碍人群有所

了解，在他们考虑转型时，与正在寻求社会资源的辅读学校建立了全新的合作关系。
这一次，辅读学校在把学生“送出去”之后，又搭配了王英校长所说的“扶一程”的探索。

“特殊孩子有特殊孩子的优点，
他们是自带光芒的”

建立正规的心智障碍青年支持性就业基地、成立“就业辅导员”队伍，是辅读学校“扶一程”的重要探索。
王英说，正在试行的就业辅导员制度，让专业的辅导员可以跟踪学生两到三年，在这个过程中起一个桥梁和纽带

的作用，既连接学生和家长，也连接企业和用人单位。
“这样的话，孩子们心里有底，知道自己身边有个辅导员，有事情可以找老师。同时企业如果有对孩子不满意的时

候，也可以通过就业辅导员来沟通。”
王英透露，除了咖啡坊，学校也在考虑做洗车坊、绣坊等就业支持项目，帮助更多孩子顺利地融入社会，别再被

“打退票”。
在辅读学校的计划中，梦工坊解决的不仅是孩子们的就业问题，它同时还还是一个“融合”平台。
“走入这个平台，普通人来了解我们的特殊孩子，去接纳他们。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特殊孩子有特殊孩子的优

点，他们是自带光芒的。同时我们的特殊孩子也在这个平台上，更多地认知社会。”
顾客在留言中所说“你们的笑容温暖了这座城”，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上海这座城市，也正在给予这样特殊的人

群，这样特殊的笑容，以越来越多的空间。
梦工坊的“光芒”，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关注。
除了从上周五开始的大客流之外，就在我们采访当天，梦工坊还迎来一场团体活动：上海市新云台中学，把本校应

届初中毕业生的毕业典礼放在梦工坊举行。
新云台中学校长王晓云告诉我们，选择在梦工坊举行毕业典礼，是给学生的一份特殊毕业礼物。“让我们的学生

来看一看，辅读学校的孩子是怎么做到不放弃成长的。我们的学生，未来的人生走向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他们在成长路
上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可以回过头来想想今天，那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也应该不会放弃，勇敢地往下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