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阿
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联合包括
本报在内的全
国近百家主流

媒体，启动了2020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河南“无声面馆”
成功入围候选。1月5日，评选投票已拉开帷幕。

欢迎您长按识别二维码，或关注“天天正能量”官方微信
（ID：zhnlali），点击左下角“年度评选”进入投票页面，为“无声
面馆”（年度正能量故事组，候选编号：14）点赞助力。

“无声面馆”正在参评全国正能量人物
请为他们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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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小店这个群体
之大，超出许多人的想象。
据商务部统计，全国 8000万
家小店，支撑了 2亿人就业，
相当于全国每 7个人就有 1
人的工作与小店有关。

网商银行的调研显示，
他们当中，超过一半中国小
店是夫妻店、亲友店。在过
去的 2020年，即使经历了疫
情考验，仍有一半小店表示
计划在今年扩招员工，多雇
一些人扩大生意。

中国小店不仅是解决就
业的主力军，更是人间烟火
气，最抚凡人心。在首批被
印上专列的小店故事里，有
浙江杭州的淘宝店店主王丹
青。她将设计好的作品交给
贵州妈妈们刺绣生产，5年
1397位少数民族女性加入。
她们不需要出门打工，还能
陪孩子们长大，既传承了手
艺，又解决了就业。

有数年如一日服务邻
里、不求回报的暖心小店。

南京经营夫妻店 33年的尹
爷爷和王奶奶，已经 70多岁
了，当年来店里吃馄饨的孩
子们都变成了大人，馄饨的
味道依旧如初。他们还为农
民工推出了自助餐，荤素搭
配、10元管饱。

网商银行行长金晓龙表
示：“中国小店是网商银行最
主要的服务群体。我们希望
通过这样的方式，为了不起
的中国小店加油，也为中国
经济发展加油。”

河南“无声面馆”10年用爱传递温暖
被赞“面拔尖，人更拔尖”参评全国正能量人物，请为他们投票

小寒过后，持续的低温让人更加向往温暖的地方。古城开封大同刀削面馆里，身穿
橘黄色上衣的聋哑人服务员将一碗又一碗面端上桌。柜台里的孙学青，不时回头举手用
不同的姿势向服务员下达指令，这种无声的传递方式经过了10年，不但把温情传递给了
几名服务员，也用持久的暖意感动着每一名顾客。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文/图

“无声面馆”里，温暖和爱意已延续10年
1月6日中午，开封大王

屯东街上，大同刀削面馆的
玻璃上凝上了一层水汽，食
客们进进出出。服务员无声
穿梭着，笑呵呵地摆盘倒面
汤，又安静地退到一旁等待
着一碗又一碗刀削面出锅。

服务员冯亮是开封人，
这个33岁小伙来到“无声面
馆”3年时间，点餐、结账、调
凉菜、端盘子样样拿手。他

每天乐呵呵地站在店里，见
人进出脸上就溢出发自内心
的笑容。

周春霞2013年来到“无
声面馆”，是目前店里唯一的
女服务员。她不仅兼职凉菜
师傅，还揽下了每天采买的
活，天不亮就要骑着电动车到
13公里外的菜市场选购各种
食材，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
让她总是感觉充实有力量。

“这些孩子一教就会，
一看就懂，和客人交流没有
障碍，在店里学会手艺一生
受益，以后支一口锅就能养
活自己。”店主孙斌把聋哑
人服务员叫“孩子”。10年
之中“孩子”来了又走，铁打
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一拨
的面孔随着岁月转换，但温
暖和爱意仍在这家面馆里
延续。

“面拔尖，人更拔尖”，小店引来市民致敬
“无声面馆”开办10年，

孙斌和姐姐孙学青将满腔
心血和暖暖的爱意倾注到
了聋哑人服务员身上。

一位开封老人评价“无
声面馆”和姐弟俩的善举是

“面拔尖，人更拔尖”。面馆
墙壁上署名“开封一市民”的
留言书，“我非常感动，你们
是好人，向你们表示感谢，致
敬！”则是对姐弟俩持续关爱
聋哑人群体义举的称赞。

孙斌说，自己的一个姐
姐和一个哥哥都是聋哑人，
过去家人也曾得到过别人
的帮助，现在他和姐姐愿意
用更多的时间把这种关爱
延续下去。

首列“中国小店加油”高铁发车！
河南“无声面馆”成为首批“高铁明星小店”

2021年伊始，首列“中国小店加油”高铁在京广及沪
昆铁路上发车。这列特殊的高铁，不仅浓缩了中国小店
2020年的成绩单，更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店故事，被
展示在高铁上，成为高铁上的“明星小店”。这些小店成绩
和小店故事，是由网商银行调研与征集。网商银行表示，
希望通过这一特殊专列，向中国小店致敬，让更多人看到
中国小店这一群体，感受他们的成绩与故事。而在这之
中，就有我们熟悉的河南面孔——本报重点报道的“无声
面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文/图

10年坚持招收聋哑人 不少人学会手艺后开起了自己的小店
“无声面馆”本名“大同

刀削面馆”，面馆老板孙学青
和孙斌姐弟俩是山西大同
人。因为家中亲人有聋哑
人，姐弟俩从小就深知家里
有聋哑人的难处。2010年，
“大同刀削面馆”在开封开
张，一位聋哑人顾客跟孙斌
说，想介绍一名聋哑人朋友
来店里上班。“我知道他们找
工作不易，而且我会手语，能
跟他们有效沟通，全家人一

商量，就同意了。”孙斌说，就
这样面馆开始招收聋哑人工
作，一直坚持了10年。

10年间，店里的聋哑人
店员维持在七八个。孙斌姐
弟俩给他们在附近租了房
子，装了空调，管吃管住。经
常会有慕名而来的聋哑人找
到他们寻求一份工作，他们
都尽可能提供帮助。

一边教他们削面、拌凉
菜，一边教他们一些基本的

哑语和汉字。“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我们不只是给他
们提供一份工作，也希望他
们学会一些技能，能够自己
养活自己。”孙学青说。

这些年里，来“无声面
馆”工作的聋哑人换了一茬儿
又一茬儿，很多人离开以后拥
有了自己的面馆，开起了自己
的小店。“具体有多少人没算
过，他们能靠着这个生活，我
就替他们开心。”孙学青说。

全国8000万小店 为2亿人创造就业机会

“中国小店加油”高铁车厢

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