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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莘阳大道临时夜市疏导点的烟火氤

氲中，铁板与油花的碰撞声、雪克杯摇晃的

韵律，编织成独特的生命乐章。8位听障摊

主，以沉默为弦，在都市的夜色里弹奏出自

强不息的命运交响曲。这场没有语言却充

满生命张力的市集叙事，恰如城市文明的一

面棱镜，折射出社会治理的温度与人性光辉

的斑斓。

摊主布满老茧的双手，是城市奋斗者的

精神图腾。无论是凌晨收摊的身影，还是雪

克杯里碎裂的冰块……这些细节都诠释着

生命的韧劲。当城市为弱势群体亮起“安摊

之灯”，社会治理的刚性线条便晕染出人文

关怀的水墨。上望街道的疏导政策不是简

单的空间腾挪，而是为特殊群体搭建起平等

参与社会生产的桥梁，这种“柔性治理”让城

市管理从冰冷的秩序维护者，转变为温暖的

发展赋能者。

夜市里流淌的温情，构建起超越言语的

精神共同体。顾客们比划的手势，与摊主们

会心的微笑，在霓虹灯与烟火气中交织成独

特的沟通密码。食客的反复光顾和用手语

道出的感谢，成为情感联结的纽带，市井烟

火便升华为文明进步的刻度。

莘阳大道临时夜市疏导点的80余个流

动摊位中，就有8家“无声摊位”，这是管理

者的政策留白、市民的自觉包容、摊主的自

强不息，共同构成的现代文明的立体图景。

这种多元共生的城市生态，打破了传统助残

模式的单向施予，建立起尊严平等的互动关

系。正如绿色餐车上“没有柠檬=没有快

乐”的俏皮标语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进步

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让每个独特的生命

都能绽放光彩。

霓虹渐隐时分，夜市里依然跃动着希望

的火光。这些“无声摊位”不仅是谋生的方

寸之地，更是丈量城市文明的温度计。当越

来越多的城市学会在发展中倾听沉默者的

心跳，在治理中呵护特殊群体的尊严，我们

终将见证：真正的文明之光，永远闪耀在给

予每个生命平等绽放机会的土壤之上。

当城市的霓虹次第亮起，莘阳大道

临时夜市疏导点就会上演着动人的“交

响乐”：听障摊主们用铁铲与铁板的碰

撞声、雪克杯的摇晃声、油锅的滋啦声，

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乐章。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上望中队负责人介绍，在日

常管理中，他们发现了这些“无声摊

位”，于是将摊位相对集中起来，给予固

定位置，在遵守夜市卫生、文明秩序的

条件下，为这些特殊群体点亮一盏“安

摊之灯”。

无声的世界给听障人士带来许多

不便，但对他们而言，无声的世界并不

无力，无论是摊位位置的照顾，还是亲

朋好友的关心，又或者经常光顾的食

客……这座城市的温情，正藏在每个

愿意放慢脚步手势的市民身上，藏在

管理者为特殊群体留出的那一盏灯

里，更藏在逆境中依然选择昂首向前

的笑容中。

■记者潘虹邵象富

随着夜幕降临，莘阳大道临时夜市疏导点逐渐升腾起烟火气，食客来往不息。在众多夜摊中，几家小吃摊在喧闹

的人声中略显安静。据了解，这些摊位的主人是一些听力或语言障碍人士，小小的摊位凝聚着他们的拼搏与希望。

近日，记者走进夜市升腾的烟火气中，探访了这些无需言语却充满生命力的“无声摊位”，看他们用手势与

微笑搭起沟通的桥梁，在夜市的烟火气中书写自强人生。

四月的一个傍晚，一家名为“子兄铁

板鱿鱼”的小吃摊刚亮起灯不久，市民林

昭阳就来点餐了，他点了两把鱿鱼须，冲

摊主比了个“2”，就扫码付款了。

小吃摊以卖烤鱿鱼为主，兼卖鸡肉、

牛肉、年糕等。小吃摊菜单的上方，写着

“我是聋人，请直接取菜，谢谢理解”这样

一行温馨提示；菜单下方，则标注着“1不

辣、2微辣、3中辣、4特辣”的辣度提醒，顾

客通过手势比划告知需求，摊主何传波会

意后，笑着反馈给顾客一个“OK”的手势。

开火、刷油、烤鱿鱼、调味、撒葱花

……几分钟，何传波就完成了林昭阳的点

单，打包后微笑地递过去。“我经常来吃，

他家的小吃摊很干净，食材看起来很新

鲜，味道也不错，吃起来很放心。”林昭阳

告诉记者，他知道摊主夫妻两人是听力方

面的残障人士，凭自己双手自食其力，觉

得很励志，“希望大家都来尝尝他做的铁

板鱿鱼，味道绝对有保证。”

今年46岁的何传波因小时候发烧导

致听力障碍。3年前，他开始和妻子一起

摆小吃摊，但是由于场所不固定等原因，

收入一直不稳定。莘阳大道鑫鸿嘉园附

近被作为临时夜市疏导点后，何传波的

摊位也被“收编入市”，在上望街道及有

关部门的引导下文明经营。

有了“安摊之处”，何传波夫妻干劲十

足。虽然是夜摊，但是何传波的工作在下

午就已经开始。每天下午，他先去购买食

材，回家后清理食材，准备工作完成，18时

左右出摊，忙到凌晨两三点收摊。“食材都

是每天下午去买，这样新鲜一点。妈妈觉

得我们辛苦，也会前来帮忙。”何传波在手

机上打完字，伸出手来让记者看他因长期

做铁板烧磨出的茧子。

在莘阳大道临时夜市疏导点80余个

流动摊位中，像何传波这样的“无声摊

位”，一共有8个，摊主们以笑脸迎客，打

手势与顾客交流，在夜市的繁华与喧闹

之中，有着“自成一派”的安静和默契。

当晚，在芝士火鸡烤冷面“无声摊

位”前，市民颜欢欢给女儿点了一份芝士

火鸡面，摊主陈明道指着菜单上的“不

辣”两字看向颜欢欢，见颜欢欢点头后，

比了一个“OK”的手势，开始制作。

“摊主很热情，笑容很灿烂。虽然我们

无法用言语交流，但可以用眼神和手势沟

通。他们努力生活的样子，令人动容。”颜

欢欢是一名医护人员，对弱势群体比较关

注，在日常工作中简单地学习了一些手语，

有时候也会和摊主进行手语交流。“他们的

摊位很整洁，食材也很新鲜卫生，做出来的

成品味道好，女儿喜欢吃。对我们这样的

老顾客，摊主都已经记住口味了，会主动询

问，让人感觉很贴心。”不一会儿，芝士火鸡

面做好了，陈明道将其打包后递给颜欢欢，

双方在一递一接的同时，用手语互道感谢，

然后微笑地告别。

“欢迎光‘柠’”“工作一堆，先干一

杯”……在诸多摊位之中，一辆绿色

的手打柠檬茶餐车很是吸睛。“欢迎

光临！我是听障人士，麻烦用手指点

点，谢谢配合。”菜单上方一行醒目的文

字告诉大家，这也是一家“无声摊位”。

菜单图文并茂，每一种饮料都配有图片，

图片右边标注了饮料不同杯型的价格，

下方则是“堂食”和“外带”选项。

身穿浅紫色毛衣、头戴奶白色发箍

的36岁女摊主倪小珠正在餐车后忙碌

着，只见她正用力捶打着青柠，冰块的碎

裂声与雪克杯的摇晃声交织成独特的节

奏。倪小珠用文字告诉记者，她一般晚

上出摊五六个小时，大概能卖100多杯，

生意还不错。

在与倪小珠沟通过程中，记者发现这

辆绿色餐车背后，汉堡包磁力贴、卡通人物

巴斯光年的抽纸等小物件充满童趣。“我喜

欢把摊位打扮得很可爱。”倪小珠打字告诉

记者，她是一个人摆摊，男朋友偶尔来帮

忙，之前是游散摊贩，收入没有保障，现在

算是稳定了，想努力赚钱买一套属于自己

的房子。

无声摊主的“双手交响曲”

在无声的烟火里
听见生命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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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夜晚亮起“安摊之灯”

烟火气里传递城市温度

烟火气里的自强人生

夜市“无声摊位”奏响“双手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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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道的夜摊

陈明道与顾客用手语互相道谢

何传波手上的茧子

何传波夫妻给顾客比“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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