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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尾，是晚会、演出扎
堆的时节。 公益领域也不例外，
不少公益机构会拉上受助者一
起精心准备，呈现一场欢乐祥和
的演出。

尽管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
都适合做演出汇报，尽管是否应
该让受助者登台亮相有许多争
议， 但这种演出依然年复一年。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公益都必须
默默奉献，有一种公益需要被看
见！

一场特殊的演出

1 月 27 日下午，北京市朝阳
区垡头地区文化中心里座无虚
席，一场正式演出正在上演。 在
两个小时的演出时间里， 歌曲、
舞蹈、乐团演奏、古诗吟诵、舞台
剧轮番上演。

一场晚会应有的元素应有
尽有，然而如果仔细观察，还会
发现许多一般演出没有的东西。

舞台两侧登台的地方，负责
引导的不是身材高挑的礼仪小
姐，而是好几个志愿者。 演员登
台、下台的时候还不时传来“慢
点、慢点”、“不着急，慢慢下”的
招呼。

同一个节目的演员，不仅年
龄跨度大，而且身材、样貌并不
像一般演出那样标准划一。

大多数演出不仅有演员，还
会有一个指挥者， 有时在台上，
有时在台下。 演员在台上演出，
台下的阴影处同样有演出———
指挥者做着同样的演出。

台下的观众席里，偶尔会传
来口吃不清的说话声。 仔细去
看，会发现很多是全家出动……

这一切都显示出这场演出
的特殊之处。

这的确是一场普通而又特
殊的演出。 活动的名称是“展能
之星”， 主题是“展出融合情怀
秀出你我风采”。 这实际上是一
场残障人士和健全人同台献技，
展示残障人士能力的融合演出。

演出的特殊之处还有很多。
例如，主持人是公务员、社工、志
愿者、残障人士、小学生的混搭；
参与活动的人员来自北京市朝
阳区、西城区的 11 个街乡，演员
以残障人士为主；演员和观众参
加活动来去都有大巴车接送；而
主办这一活动的是一家社工事
务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
立德社会工作事务所。

需要被“看见”的公益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场演出，
源于 4 年前的一次实践。

2011 年，立德社工事务所成
立后，开始为残障人士服务。“服
务一年多以后，我们服务的好多
残障人士都想着要是能有一场
演出就好了。 ”事务所所长张跃
豪表示。

究竟可不可以做，事务所进
行了论证。最终确定应该做。“第
一， 我们的服务对象想去展示；
第二，以融合为理念去办，让不
同的人参与到这一场景中来，能
够看到残障人士的风采，增加对

残障人士的理解；第三，能让更
多人看到社工的服务，可以看到
社工给残障人士带来这么多的
改变，尤其是政府做社区工作的
能看到社工的价值。 ”张跃豪这
样解读举办第一次大型展能活
动的初衷。

于是， 第一次残障人士展
能活动便在 2012 年 5 月正式举
办。活动的举办还给立德带来了
意外的收获。 据张跃豪介绍，在
准备演出的过程中，立德的社工
发现三间房地区一个小组七八
个人之间的互动效果与之前有
了很大不同，更加顺畅了，显示
出艺术康复手段对残障人士的
效用。

张跃豪表示：“展能活动由此
增加了一个艺术促进康复的目
标。为残障人士设立一个目标，每
年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活动。 而残
障人士为了展示， 背后就要做出
许多的改变、学习、成长。 ”

每年一届的展能活动由此
成为了惯例。 而随着服务区域的
扩大，参加活动的街乡也由最初
的 5 个发展到 11 个。

看不见的成本

要举办这样一场展能演出
并不容易，从组织到成本都对机
构提出了考验。

据张跃豪介绍，从筹备到正
式举办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节目的排练只有很短的时
间，为了表现好，光靠社工是不
够的， 还需要专业老师的指导。
能够最终呈现，实际上是全年工
作积累的结果。

据立德公共关系部陈彤彤
介绍，五年来，立德团队在北京
市 12 个街乡温馨家园和社区提
供助残服务，为残障人士及其家
属建立了 682 个服务档案，开展
艺术康复 2441 次、小组活动 429
次，举办社区活动 186 场，走访
社会企业及社区周边资源 229
家，链接医院资源 43 家，为残障
人士提供按摩、义诊、理发、娱乐
活动等相关公益服务，直接受益
残障人士达 33627 人次/年。

演出场地也是个大问题。 张
跃豪表示，之前的几届有酒店赞

助的， 也有与大学社团合作的。
这一次的场地是设施、 价位、地
理位置都比较合适的。

由于演员及观众以残障人士
和他们的家人为主，展能活动的安
全问题格外重要。全程来回接送成
了最后的方案。“接送安全性是最
高的，风险可控。 ”张跃豪强调。

这一切最终的结果是活动
成本增加。 如何解决成本呢？ 张
跃豪表示：“我们是按照项目走
的，我们在申报政府购买服务的
助残项目时都会列入展能项目。
从每个小项目的展能费用中拿
出来一部分集中使用。 另外企业
资助也是一个渠道。 ”

让残障人士走出家门
并不容易

尽管已经做了五年的残障
服务，也通过展能活动这样的融
合机会提高残障人士的社会融
合度，但张跃豪仍然感觉到让残
障人士走向社会并不容易。

走出家门，参加残障康复只
是第一步，走向社会、参加工作，
像正常人一样，才是残障项目的
最终目标。 这一步很难达到。

首先， 残障人士就业的障碍
来自于家庭， 有些情况下家里不
愿意他们就业。“我们做过就业评
估，很多残障人士都可以就业。国
外中重度残障人士坐轮椅发传
单，他也是一种就业。但我们这不
行，他们担心就业了，低保就享受
不到了。因此宁愿在家里，也不愿
意就业。 ”张跃豪强调。

也有一部分是家里有钱，觉
得根本不需要工作。“他觉得工
作就是挣钱，没意识到是帮助康
复和成长。 ”张跃豪表示。

而残障人士本身由于成长
环境，往往完全听家长的。

其次， 企业方会担心能不
能管好残障人士。 虽然残障人
士就业有对企业减税等优惠政
策， 但企业还是会担心出现各
种问题。

有一种公益需要被“看见”

展能之星：让残障人士走出家门

演出时，社工在台下为残障演员做指导、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