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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行当非常行当

盲人盲人ITIT工程师工程师：：用耳朵编程用耳朵编程

午餐促膝谈心
晚间微信传情

近日，茂名石化化工分部储运车间党支部书记郑伟鹏与罐
区班组一起吃午饭的时候，闻到了主操莫亚锋身上浓浓的汗味
儿：“流了这么多汗，下班前好好洗洗吧。”

莫亚锋却一脸无辜：“车间热水器只有一台，大家每天巡检
都会出好多汗，我每次都排不上号啊。”

说者本无心，听者却有意。没过几天，储运车间的卫生间
里挂上了一台崭新的热水器，大家再也不用“抢夺”热水了。原
来，郑伟鹏把中午吃饭聊天的事情记在心上，又为大家伙儿办
了件实事。这都归功于80后书记郑伟鹏提出的“早中晚”工作
法。

早上“交班喊口号”
储运车间是辅助车间，职工平均年龄40岁左右，郑伟鹏刚

来储运车间时，就发现了职工的工作激情不够，下定决心要改
变这种状态。他要求，每天早上交接班会结束后，接班班长带
领大家右手握拳、紧扣胸前，高喊“安全储运，责任在我”的口
号。

刚开始的时候，有的老职工不好意思，口号喊得扭扭捏捏，
郑伟鹏就带头鼓励大家：“责任有多重，口号就有多响，拿出你
们的激情来，安全储运，责任在我！”

一看书记带头了，大家都屏气高喊，这一喊似乎释放了自
己，内心觉得这个方法还真不赖，挺鼓舞士气。渐渐地，连中班
和零点班交接班会上，大家都能自觉高喊口号。

“这是提升士气、强化责任的有效方法，每天上班都觉得有
份沉甸甸的责任在身上。”有职工说。

中午“午餐谈心”
“小陈，听说你老婆快生了吧，要是遇到什么困难，尽管跟

车间说，车间一定会尽力帮你解决的。”“李师傅，你说的意见是
对的，这个星期我就上门去你家讨杯茶喝，详细了解一下”……

每天中午，郑伟鹏都会拎着饭盒，与当班班员们吃饭。在
吃饭的过程中，他与大伙儿及时沟通，共同讨论问题，第一时间
了解职工需求和想法——这就是郑伟鹏策划的“午餐谈心”特
色党建活动。

目前，储运车间已经形成了一套机制，细化到每天安排特
定的领导、管理人员与职工面对面吃饭，及时记录职工提出的
问题，形成问题督办，跟踪落实，对于已解决的问题，还利用交
接班向职工做思想宣传。

“午餐谈心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职工需求和想法，力求把好
脉，下准药，让大家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储运车间主任许少群
感同身受。

晚上“微信传情”
“征集安全、环保寄语，只要参与，人人都有红包领！”郑伟

鹏话落，储运车间微信群里就炸开了锅，大家都纷纷“浮出水
面”。

“绷紧安全这根弦，小心能驶万年船，上班专心保安全，效
益到手实在甜。”

“英姿飒爽，永不怯场。威武豪爽，斗志昂扬。装车台上，
赶走虎狼。齐心协力，保驾护航。”

……
不一会儿，郑伟鹏就收集了几十条原汁原味的安全寄语。
“好好好，说得真好，发红包啦，快抢！”书记一看大家踊跃

参与，慷慨掏腰包，一连在微信群里发了十几个红包，气氛异常
火爆。

以前，很少职工参与类似的新潮活动，但自从有了“我的储
运我的家”这个微信群，很多枯燥乏味的事情都变得有趣。每
晚，不同班组的班员们每天都在微信群里面聊天打趣，微信群
显然成为大家工作、生活、学习交流的平台，只要是车间、班组
或者职工有“正能量”的事儿，车间领导、职工都纷纷慷慨解
囊，通过发红包等方式给予肯定和祝福，职工间的情感更亲密
了。 （钟大海 伊春锦）

茂名石化化工分部储运车间推广“早
中晚”工作法

■见习记者 周礼雄

沈广荣跟随着读屏软件的指
示，操作某外卖APP，选择菜品，
输入文字、密码，两三分钟就订了
一份外卖。他熟练地操作手机，
完全看不出他看不清这个世界。

像沈广荣这样的视障者使用
手机或电脑，需要借助于读屏软
件。软件会将屏幕按功能划分区
块，手指单击选定功能块后，相关
信息就会被读出来，双击屏幕即
可进入相应页面。

在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
会，有一个盲人IT工程师团队，
他们致力于网站、手机应用程序
的无障碍优化。近日，记者采访
了这个团队，看看盲人IT工程师
的工作与生活。

用耳朵“听”懂编程

■刘彪戴着耳机编程 周礼雄/摄

让视障者享受网络便利

1989年出生的刘彪是团队
技术担当，他在读大二时就独
立开发出读屏软件。但作为视
障者，为学会编程，刘彪付出了
比常人更多的坚持和努力，和
其他视障者一样，他编程靠的
是听力。

刘彪通过“听”获取信息，
听电视、听广播，但获取的信息
量有限。明眼人可以去图书馆
借书学习，但图书馆内盲文的
种类和数量少之又少。相比之
下，视障者主动学习的途径更
少。

2000年，刘彪开始接触网
络，网络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
花园的门。“互联网里没有约

束，想要了解什么都能找到”，
刘彪说。连接刘彪与电脑的读
屏软件引起了他的兴趣。“程序
这个东西很神奇，他把不可能
变成了可能。”刘彪说。他买了
一本 C语言教材开始学习编
程。

那段时间，刘彪的妹妹就
是他的“朗读者”。他用糖“诱
惑”妹妹，让她把教材逐字逐
句，甚至是标点符号都读出来，
他还买了4盒卡带用来录音，翻
来覆去听。“我把她‘调教’得很
遛。”刘彪开玩笑说，“她读得多
了，知道中文标点不用读出来，
程序里的英文标点却不能省。”
他用50天听完教材，记了200

页盲文笔记，但当时并没有电
脑，他只能在脑子里一遍一遍
地模拟编程。

2007年，刘彪有了一台属
于自己的二手电脑，终于可以
上机操作。光弄清楚编程软件
的操作界面他就花了1个月时
间。“旁人想帮也帮不了。对于
普通人来说，点击红色按钮很
简单，可是对我来说，红色按钮
在哪？只能自己摸索。”刘彪
说。

独自学习编程7年后，2014
年，刘彪南下深圳加入深圳市
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盲人IT工程
师团队，如今已成长为团队的
技术担当。

沈广荣也是该团队中的一
员。他的手机装了各式各样的
应用软件，满满当当三个桌
面。他操作手机非常熟练流
畅，读屏软件的语速调得非常
快，常人根本听不清语音说的
是什么。“语速慢了磨叽，浪费
时间。”他笑着说。

他可以和常人一样通过智
能手机、电脑独立网络购物、聊
天、打车、导航出行、甚至炒
股。但是信息无障碍优化还没
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

“有些手机品牌并不会在
手机中预装读屏软件，有些客
户端应用程序也不会考虑视障

者的使用体验。”盲人IT工程师
团队的负责人杨骅说。团队成
员河马打开某银行的手机
APP，里面的功能区块并不能被
读屏软件识别，“像这样一款应
用，视障者就无法使用了。”杨
骅说。

团队大部分的工作内容就
是对客户端应用程序进行信息
无障碍测试，给产品团队提交
发现的无障碍问题和优化建
议，甚至自己编程直接提供解
决方案。“他们最清楚自己需要
什么。”杨骅说。目前团队持续
合作的项目有支付宝、手机淘
宝、手机QQ、微信等产品。

刘彪和团队其他六个人住
在一起。工作之余，他运营着
新翼天空网站。沈广荣开发广
荣打鼓软件，运营广荣盲人网；
李鸿利与蔡勇斌合作开发安卓
秘书 APP，已推向市场；朱广
锐、王孟琦、原烨豪花大量时间
写试用测评。他们所有的开发
成果都供网友免费试用，他们
会尽力为网友解答疑问和解决
技术障碍。

他们让更多的视障者享受
到网络带来的便利。“如果这些
事情能为视障群体拓展更多的
生活空间，那为什么不做呢？”
沈广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