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希望可以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最近，本报记者收到

一群特殊老人的求助。

这群老人都是听障者，只要天气适宜，每周五他们都会来到

西湖边，多的时候上百人、少的时候也有二三十人。他们三三两

两聚在一块用手语聊天，自发组成了一个听障者聊天角。因为

和健全人存在一定的沟通障碍，大家伙儿对于周五的聚会都有

着别样的期待。

但是，这个聊天角位于户外，若天公不作美，对于上了年纪

的他们来说，户外聚会就成了麻烦事。所以，他们特别希望能在

西湖边找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畅快聚会。

上周五上午，在手语姐姐志愿者吴佳洁的协助下，本报记者

来到西湖边，和他们聊了聊。

西湖边的这个特殊聊天角，已经存在了20多年

近日，一群有故事的老人，发来一份无声的求助

我们很安静，我们很执着
我们希望有个遮风挡雨的聚会场所

本报讯 近日，网友沈先生向钱报记者帮反映，杭

州钱塘区围垦文化公园有个羽毛球场，完工后一直大

门紧锁，门口挂着“在施工中，暂不对外开放”的牌子。

带着网友的疑问，本报记者来到现场。

围垦文化公园紧邻钱塘江，位于之江东路和 6 号

大街交叉口附近。公园内设有不少运动场地，包括篮

球场、羽毛球场、足球场等，还有一些儿童游乐设施。

公园里所有球场都是开放的，有一些居民在里面

活动。而沈先生说的被锁住的羽毛球场，位于公园北

面的围垦文化广场里，相隔仅几百米。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球场内部已经完成施工，但

围栏被上了锁，上面挂着“在施工中，暂不对外开放”的

牌子，现场并没有人员看管。羽毛球场旁边，还有个已

经完工的门球场，也是铁将军把门。

在广场锻炼的曹大爷说，两个球场完工有段时间

了，大家都急了，“每天早上 5:30 就起来打球，这里用

不了，只能到对面公园里打，但那边就两个场地，经常

不够用。”

就此，本报记者联系了钱塘区白杨街道相关负责

人，对方表示该项目还没有完成验收，所以尚未对外开

放。“我们街道今年在沿江一共布置了 30 多个这样的

场地，从6月份开始施工，近期才陆续完工。”该负责人

说，验收时有些球场没有达标，正让施工单位返工，所

以街道还没完成统一接收。目前，这些球场的产权仍

归属施工单位。

该负责人表示，等有问题的几个球场整改完，街道

会一次性接收，预计2024年元旦后全部对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黄玉环 文/摄

这块羽毛球场
什么时候能开放
街道：尚未完成验收
开放预计要2024年元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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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锐 实习生 周紫嫣

“起初只是我们几个老朋友找个地方聊

天，后来人越来越多。”召集人胡坚强说，他今

年75岁了，聊天角正是在他的组织和协调之

下发展起来的。

这个西湖边的聊天角成立于 2001 年。

“我们一商量就定在了每周五来西湖边聚

会。”胡坚强说，最早来聊天角的不到 10 人，

基本都是退休老人。

近几年逐渐发展壮大，杭州各地的听障

老人都聚了过来，甚至有不少从临安和德清

赶来，最多的时候能有上百人。

“年纪大了，各种软件不会用，对于外界

的信息接受有限。而聚到一起聊天，就能接

收到更多信息。”胡坚强说，大家伙儿也会互

相聊聊各自的生活，比如谁家的社区有好玩

的、好逛的，也会约着一起去，“明天我们还约

了一起去西湖边山里玩。”

胡坚强说，虽然他们听不见，也不会说，

但是沟通和交流是他们必要的生活需求，“岁

数越大，越喜欢交流。”尽管不少老人都可以

使用线上视频聊天，但当面聊天不受网络影

响，聚在一起也更加热闹，所以老人们还是喜

欢见面聚会。

在采访中，我们也感受到了老人们的热

情。大家伙儿都凑过来，对于接受采访，兴致

浓厚。这可忙煞了我们的手语翻译。

虽然是一个暖阳天，但是西湖的风还是

呼呼的，站久了还是能感受到一股子凉意。

“露天场所对于老人来说总是不方便的。”胡

坚强有些无奈。因为一到刮风下雨天，来的

人就少了许多，“抛开天气，这里座位也少，都

七八十岁的人了，站久了吃不消。”

胡坚强郑重地用手语比划出自己的诉

求，“我们希望在西湖边，能有一个遮风挡雨

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不受天气影响，固定在每

周五见面聊天。”此外，他还希望，能开设一些

生活课堂，教听障老人一些实用技巧，比如怎

么去医院看病、怎么去景区买票、怎么使用支

付宝等。同时，他也十分欢迎更多的老年人

和年轻人加入这个聊天角。

目前，本报已和省市各级残联、上城区、

西湖风景名胜区等各个单位进行了接洽，各

方均表示已经关注到这个聊天角的相关情

况，将保持关注并积极推进。对于老人们的诉

求，本报将持续关注。同时，如果有单位可以

提供相应的场所，也请联系我们，万分感谢！

（感谢杭州手语姐姐团队以及手语翻译

志愿者吴佳洁对本文的帮助）

冬天将至，西湖边的露天聚会很多人吃不消冬天将至，西湖边的露天聚会很多人吃不消

这个聊天角位于二公园的画舫码头，每

周五 9 点到 11 点，都是这个聊天角聚会的日

子。

老人们陆陆续续地到来，刚过9点，已经

有近50位。从远处看去，他们就像是一个来

西湖游玩的老年团，每个人手里都在比划着，

时不时皱起眉头或露出笑容，激动时甚至不

停拍着同伴的肩膀。

人群的中间是一张长板凳，坐着四位头

发花白、年龄均超过了80岁的老人。其中年

纪最大的是 90 岁的郭光华。从 2020 年起，

经熟人介绍，郭光华就和84岁的老伴来到了

这个聊天角。两口子就住在庆春路，坐一站

地铁再走过来，挺方便的。“平时在家只能休

息和看书，就期盼着每周五来这里和大家聊

会天。”郭光华用手语说到，聊着聊着大家就

聊成了朋友。“边上的这位，82 岁了，以前在

海军当兵，修军舰的。”郭光华介绍。

这位坐在郭光华边上的老人，名叫袁树

德，一身西装，再加上一顶格子礼帽，一下子

有了年代剧里的味道。老人就这么坐着，看

着边上人聊天，偶尔用手语参与两句，但更多

的时候，还是在享受太阳、享受和友人相聚的

时光。

周围的老人中，也有许多有故事的人，比

如有一位大伯常年在西湖边给外地来杭的听障

游客做导游，还有一位曾经骑自行车去过西藏

和新疆⋯⋯“能和我们聊天的人少，但我们喜欢

聊天，也希望可以把一些故事讲给别人听。”

我们也注意到，每位听障老者的身上，都

带着纸和笔，当有听不懂或者需要和健全人

交流时，他们都会借助纸笔交流。

对于这个聊天角，两位老人写道：希望这

个聚会能长久下去。

几十位上年纪的听障人士，通过聊天角成为朋友

球场围栏上挂着“在施工中 暂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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