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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修脚店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摄影报道

在盐山县城的靖远路上，有一家特殊的修脚店，8位修脚师傅全部是听障
人士。他们共同经历了创业的艰辛，渡过了难关，顾客也越来越多——

在盐山县城的靖远路上，富
雅庭修脚店内，修脚师傅正在忙
着给顾客服务。

奇怪的是，师傅们没人说
话，只不过偶尔跟顾客打个手
势。

顾客孙静正在接受修脚服
务。孙静说：“这里的师傅都是听
障人士，不能和顾客交谈。一开
始我确实觉得有些别扭，但他们
用服务征服了我。”

特殊的修脚店

走进位于盐山县城靖远路
上的富雅庭修脚店，顾客会发
现，这个修脚店有点儿特殊。

修脚师傅的衣服上印着“无
声”两个字，屋子的墙上也贴着

“无声”的标识。
除此之外，墙上还有一张

图片教顾客手语：手掌向上，表
示轻一些；手掌向下，表示重一
些。顾客和师傅们交流需要按
照墙上张贴的手语提示做手
势。

原来，这家修脚店的 8位修
脚师傅，全部是听障人士。

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已经 43
岁了，年纪最小的师傅20岁。

记者了解到，修脚店现在的
生意不错，很多顾客都是冲着师
傅们的手艺和服务来的。

这家店的店主名字叫季晨，
今年 29岁。她不是残障人士。季
晨告诉记者，在店里帮忙的季海
明是她的妈妈，也是一名听障人
士。

季海明，今年 60岁。听不见
声音也不能说话的她，年轻时一
直在外打工。从年轻到现在，她
干过很多活儿，足疗店、饭店、公
司食堂，只要招听障人士，她都
愿去试试。

季海明也在其它修脚店干
过。在工作过程中，她最不愿接
受的是不能享受正常待遇，仅能
拿到其他人工资的70%。

其实，在季海明看来，他们
的技术并不差，甚至比健全人还
要好。他们更加专注，不会受外
部“声音”的影响，所以干活效率
也更高。

正因为妈妈有四处打工的
经历，季晨想到了要开一家修脚
店，为像妈妈一样的听障人士提
供工作岗位。

经过简单的装修，2018年，
修脚店开业了。

店里招聘的几名修脚师傅
都是季海明之前认识的听障
人士。开业前，季晨就和妈妈
商量好了，员工全部招聘听障
人士，他们的工资明码标价，
和当地同行业内健全人的工
资持平，还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食宿。

万事开头难

在试营业期间，修脚店生意
并不好。为此，季晨想了很多办
法。

在开业的第一天，店里推出
了顾客免费体验的活动。

“凡是进店的顾客，让他们

免费体验一次修脚服务。”季晨
说。

后来，他们又推出了 9.9元
修脚的服务，甚至还表示：服务
不满意，全额退款。

“这些顾客，我们是一个个
积累起来的。”季晨说。凭借着所
有人的努力，一个个新顾客变成
了老顾客，老顾客又介绍来新顾
客……

修脚店的生意慢慢好了起
来。

季晨是店里唯一能讲话的
人，与顾客交流的工作由她负
责。

因为从小和妈妈“对话”用
的是手语，所以季晨的手语打得
非常好。她可以熟练地和店里的
师傅们交流。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顾客
不知道师傅们听不见。”季晨说，
顾客和师傅们也因此发生过误
会。

有一次，一位顾客进门，对
师傅说想修一修指甲。

当时，师傅正在低着头戴手
套，做着准备工作。

“怎么跟你说这么多话，你
也不抬头呢。”顾客有点儿着急。

季晨赶紧过来解释：“这些
师傅都听不见。你有什么事儿，
先跟我说，我再告诉他……”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师傅
也不容易。”经过这一番解释，顾
客也理解了。

来自河南的修脚师傅刘红
迪用手语告诉记者，他在这里
工作心里很踏实，不担心被人
歧视。这个店是老板的，也是大
家的。大家一起努力就能过上
好日子。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店
里的生意越来越好，修脚师傅
们的月平均工资能拿到 4000余
元。

“这家店价格合理，服务又
好。”经常来修脚的张辉说。

坚持，再坚持

2020年，受疫情影响，修脚
店将近半年的时间没能营业。

那段时间，季晨特别焦虑，
一宿宿地睡不着觉。季晨说：“店
里没收入，但我不能让师傅们没
饭吃。”

修脚店虽然没有顾客上门，
但季晨保证给师傅们每月都发
基本生活费。

“说实话，经济上实在是有
些吃力。那段时间，我动了关门
的念头。”季晨说，房租、工人工

资等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店里的师傅们察觉了她的

心思，生怕她把店关了。
他们就给季晨发微信：“我

们真的怕你不干了”“什么时
候开业，我们全都回去”“别着
急 ，不 给 我 们 基 本 工 资 也
行”……

原来，师傅们也担心季晨的
店支撑不住了。

看着一条条的信息，季晨红
了眼眶。她下定决心，一定不能
把这个店干“黄”了。

“再坚持一下吧！为了这些
听障人士。”就这样，季晨把从其
他生意上挣来的钱，补贴到修脚

店上，一直坚持到修脚店再次营
业。

熬过寒冬，这个特殊的修脚
店迎来了暖春。师傅们把感恩的
心情变成了优质的服务，得到了
顾客的青睐。

人人为店着想，店里的生意
开始兴隆起来。

作为听障人士，他们知道
找工作有多难。来自天津的修
脚师傅许亮用手语告诉记者，
他们共患难，彼此就像家人一
样。

刘红迪用手语告诉记者，最
好的时候，他一个月能挣 7000
元，刚来的小学徒每月也能有
3000元的收入。

这个店不仅实现了大家自
食其力的愿望，更承载着他们对
未来生活的希望。

家

孙天浩今年 20 岁，2021 年
从沧州市特教学校毕业。经过熟
人的介绍，孙天浩来到这家修脚
店工作。

修脚师傅李朋涛今年 43岁
了，也是一名听障人士，来自河
南。作为店里的元老级人物，他
和店里的其他师傅一起手把手
地教孙天浩。

一开始，孙天浩对修脚工作
有点不认可，经常是干一段时
间就会“不辞而别”。

可时间不长，孙天浩就会再
次回到修脚店工作。每次，孙天
浩的爸爸都和他一起来。

“孩子年纪还小，没长性。我
把孩子放在这里放心。”孙天浩
的爸爸对季晨说。

原来，孙天浩在洗车店当
过洗车工，在建筑工地当过工
人，都是没干多长时间就坚持
不下去了。

每次孙天浩回来，季晨还
会继续接纳他。“孩子还小，找工
作不容易。”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孙天浩
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已经有
了自己的固定客户。

每周二下午，是刘泊远老人
定期来修脚店的日子。

60多岁的刘泊远每次到店
里来，都要找年纪最小的孙天
浩。“顾客都愿找有经验的师傅，
孙天浩什么时候才能练出来呀！
我也是想帮帮他，孩子不容易。”
修脚、按摩这些手上的功夫，需
要日积月累磨炼，刘泊远想让这
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听障小伙子，
能感受到温暖和关爱。

每到节假日，季晨会组织店
里的师傅们在一起聚餐。

“我给他们选择，一是发奖
金，二是大家聚餐。最终，师傅
们都选择聚餐。”季晨说，他们
特别享受相聚的时刻。大家围
在桌上吃饭，用手语互相“聊
天”。

大家在沟通和交流中，感受
满满的温暖。

“这个时候，他们特别放松，
特别开心。”季晨说，这个修脚店
就像他们的家一样，被这些师傅
们珍惜。他们也在这里找到了自
己的价值。

““无声无声””修脚师傅为顾客服务修脚师傅为顾客服务

墙上贴着手语手势图墙上贴着手语手势图

““无声无声””修脚店里修脚店里，，大家亲如一家大家亲如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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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