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抬眼，窗外路灯已经亮起，
路上车辆排起长龙，人们纷纷加快
了回家的脚步。不知不觉中，曙光
乐团的 3位成员又在排练中度过了一
个下午。

今年 7月，这支古典乐乐团才刚
刚成立。38岁的男中音王鹏是乐团主
理人，他是沧州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
师、音乐艺术专业博士，曾多次在国
内外音乐比赛中获奖，另外两位成员
则是 37岁的钢琴师、省音乐家协会
会员马晓辉，以及 27 岁的小提琴
手、沧州师范学院教师、市音乐家协
会会员李硕。

一见如故

曙光乐团 3位成员中，王鹏和马
晓辉认识的时间最长。

那是在 6年前的一场音乐会上。
彼时，王鹏刚从国外毕业回来，以
观众的身份参加音乐会，而马晓辉
则作为钢琴师登台演奏。“很神奇，
听到晓辉的演奏，情不自禁地就上
台跟着唱了起来。”在那次不请自来
的合作前，王鹏并不相信伯牙子期
的故事，但从那以后，他信了。

这种感觉并非王鹏独有。马晓
辉回忆说：“那一瞬间，我们就像认
识了很久的朋友，连心跳都是一致
的。”

在那次活动上，王鹏和马晓辉一
口气即兴合作了三四首作品，“合
拍、享受”是两人对那次合作的共同
记忆。

从那以后，王鹏和马晓辉就成了
彼此最好的朋友。

2021年，李硕从贵阳交响乐团回
到沧州，同样也是在一场音乐会上，
因为“合拍”和马晓辉成了好朋友。
后来，李硕来到沧州师范学院，又在
工作中认识了王鹏。

缘分有时就是如此。几年时间
里，王鹏、马晓辉、李硕 3个人因为
音乐相识相知，却又没有机会一起合
作。直到今年 4月，3人到石家庄参
加比赛，这才坐在一起。

那一次，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出
了组建乐团的想法。虽然他们平时

也有不少演出，但更多的是“单打
独斗”，真正以乐团的形式表演古典
乐的机会少之又少。“总觉得少了那
么一点酣畅淋漓的感觉。”王鹏说。

在为乐团起名字时，“曙光”这
个词最先被提了出来。“平时，我们
每个人都有一大堆事要忙，音乐就像
一道曙光，照亮了我们心底，也温暖
了我们的内心。”就这样，今年 7
月，这支古典乐乐团成立了。

见缝插针

绝大多数时间里，乐团 3位成员
都有着各自的事情要忙，工作或是生
活。对他们来说，合练的时间总是弥
足珍贵，且过得飞快。“该怎么形容

呢？那感觉就像高中时每两个星期才
有一节的体育课，既过瘾又令人期
待！”李硕笑着说。

王鹏除了有大量教学工作外，还
负责不少行政方面的事务，刚出生的
女儿也需要他照顾；马晓辉有自己的
钢琴工作室，教学之余，还要接送女
儿上各种学习班；三人之中，李硕的
家庭负担虽然最小，但练琴对他来说
同样需要见缝插针。“每天下班后能
练一个小时琴，就心满意足了。”李
硕说。

乐团成立后，3个人总是想方设
法挤时间合练。对他们来说，合练的
时间总是特别短暂，“就像大爷大妈
喜欢上公园遛弯儿一样，合练就是我
们最大的享受。”马晓辉说。

准备演出

对于 3位成员来说，成立乐团不
仅仅是为了放松身心，他们还希望带
动更多人喜欢上古典乐。随着合练的
次数越来越多，举办公益演出的计划
也被提上了日程。

他们一边忙着排练，一边为演出
布置现场。购买桌椅、调试灯光、运
营微信公众号……就连钢琴的摆放位
置都花了不少心思。

曙光乐团的演出场地位于一座写
字楼里，房间的一侧是一面大大的玻
璃幕墙，往外望去，正好能看到外面
的街景。

“演出时间定在了晚上。我们一

开始想把钢琴放在窗前，这样，演出
时就能把城市夜景当作背景。”可就
在演出临近前，他们发现了一个大问
题，“因为平时排练都在白天，谁也
没有想到，晚上开灯时玻璃上会有反
光，不仅看不到夜景，就连正常观看
演出都有可能受影响。”没办法，他
们只能重新布置场地。

正式演出前，3位成员都非常紧
张，尤其担心古典乐过于小众，没人
来，冷了场。他们设置了 30来个观
众席位，仅各自的亲朋好友就邀请了
十五六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光

‘托儿’就占了一多半。”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演出消息

发出去仅仅 3天，报名的观众人数就
达到了 60 多人。最后实在没办法
了，只好把亲朋好友又都请了回去，
还把原定一场的演出改为了两场。

精彩亮相

今年8月18日，曙光乐团的首场
公益演出正式开演。那天，不大的房
间里挤了 40 多位观众，音乐响起，
他们不由自主地随着节奏一起摆动，
听得认真，眼里含光。

那场演出从晚上七点一直持续到
晚上八点半，演出还未过半，3位成
员的演出服就已经被汗水浸透。“当
所有正式曲目都表演结束后，观众不
知道能不能返场，低声怯怯地问，

‘还能再来一个吗？’我们当然求之不
得，结果一连又增加了3个节目。”

演出结束后，观众送来的鲜花，
摆满了舞台。那天晚上，李硕凌晨1点
才躺下，他翻看观众发来的演出照片，
越看越兴奋，凌晨三四点才睡着。早
上起来一问，另外两个人也是如此。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比这规模
更大的演出早就记不清参与了多少
次，可不知怎么的，这次演出 3个人
都特别兴奋。“感觉就像回到了十几
岁的样子，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
觉。”王鹏说。

有了那次成功的演出经历，第二
场演出也格外顺利，很多人成了他们
的忠实粉丝，甚至还有人请求加入。

眼下，新年即将来到，他们准备
再筹办一场新年音乐会。有机会的
话，还要为当初那十五六位亲朋好友
加演一场。“音乐让我们在繁忙的工
作和生活之外，拥有了一个支点。有
音乐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桃花源。”
王鹏说。

“如果你遇到困难没钱吃

饭，请来本店点一份‘隐藏套

餐’，吃完即走就行，不必客

气！”近日，北京一家爱心面

馆推出的“隐藏套餐”在网上

火了起来，广大网友在为店主

点赞的同时，纷纷留言：“隐

藏套餐”的可贵不仅仅在于帮

助了需要帮助的人，更难得的

是给予了受助人一份体面与尊

重。

这家面馆的老板是个山东

人，多年前独自到北京闯荡，其

间他也曾经历过没钱吃饭的窘

迫，“开口要饭这件事儿，真的

特别令人难以启齿。”

也正因如此，如今，这位在

北京站下脚跟的面馆老板，想要

为别人撑起一把伞，于是便有了

这个“隐藏套餐”。平日里，他

一再和店员强调：“不要戴着有

色眼镜去看待点‘隐藏套餐’的

人，他们都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人，要用更友善、温和的态度为

他们服务。”

其实，类似的爱心之举，在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沧州也

不例外。2022年，创业者杨凯硕

在沧州市区开了一家刀削面馆，

就专门为困难人群推出过类似服

务，并把它命名为“A套餐”。

一份免费的餐食值不了多少

钱，甚至都无法帮受助人解决根

本问题，但此举为何仍能感动无

数人？

究其根本，是好心人在传递

温暖的过程中，给予了受助人一

份体面与尊重，也为他们点燃了

战胜困难的信心。

“隐藏套餐”的可贵之处，

就是在做好事的同时，让关怀

更 有 温 度 ， 让 受 助 者 更 有 尊

严。这种静悄悄的爱，更加润

物无声，也更能让温暖深入人

心。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隐

藏套餐”，并没有像人们担忧的

那样，被一些爱占便宜的人钻了

空子。这充分说明，人们对公益

心的珍视。

世间的温暖源自人心，也流

淌在人与人相互帮助的一言一行

之间。希望社会上涌现出更多这

样的“隐藏套餐”，善举不分大

小，只要人人有爱，我们的社会

定会更加美好。

““暗号暗号””助人助人

温暖背后是尊重温暖背后是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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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时间里，曙光乐团的3位成员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工作或是生活。

对他们来说，合练的时间总是弥足珍贵，且过得飞快。“该怎么形容呢？那感觉就像高中时每两个星期才有一节的体育课，既

过瘾又令人期待！”乐团成员李硕笑着说。

本报记者 张智超曙光乐团 让音乐照亮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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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接受采访时，还是在日常工作中，绝大多数时间里，萧国丰的脸上都带着笑意。他眼睛眯成一道月牙，像是刚刚遇到了

十分开心的事情，那笑容里满是幸福和自信。

特教生成了新职工

身穿工作服，头戴防尘帽，在沧
州市思味特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里，19岁的萧国丰（化名）正熟练地
工作着。

不与人交流的情况下，几乎没人
会发现萧国丰的“特别”之处。他是
沧州市特教学校烹饪专业的一名毕业
生，从小就失去了听觉和说话的能
力。一直以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工作，都是他和家人最大的愿望。而
如今，梦想已经照进现实——今年 6
月，刚刚结束实习的萧国丰，成为这
家爱心企业的一名正式职工。

萧国丰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残
障人士。他乐观开朗，绝大多数时间
里，脸上都带着笑意，像是刚刚遇到
了十分开心的事情，笑容里满是幸福
和自信。

从小学一年级到中专毕业，12年
时间里，萧国丰一直在市特教学校就
读。去年年底，在老师们的帮助下，
他和另一位同学一起来到“思味特”
实习。

工作中，萧国丰主要负责为面包
添加酱料。他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
用手语告诉记者：“不累，每个月能

赚 3500元左右。”更让萧国丰感到开
心的是，同事们都对他不错，不管谁
带了好吃的或听到新鲜事儿，都愿意
与他分享。大家不会因为他是残疾
人，而特殊照顾甚至过分关注，这些
让萧国丰感到自在，愿意在这里安心
工作。

是老师更是家人

市特教学校招收的学生主要为失
聪生、盲生和培智生，他们大多从六
七岁就来到这里，直到十八九岁毕业
离校。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教育的目
的不仅仅是让他们学会读书识字，还
应该教会他们如何更好地融入社
会。”市特教学校副校长刘红艳说。

这些年，为了帮助更多学生就
业，市特教学校中专部先后开设了烹
饪、美容美体、家政服务、汽车美
容、计算机应用、非遗面塑等课程。

“我们每年入学新生只有四五十人，
之所以同时开设这么多专业课程，就
是为了能够从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出
发，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刘红
艳说，孩子们在学校不但要学习文化
知识和专业技能，还要掌握一定的沟
通能力和文字书写能力。对这些孩子

来说，熟练掌握这些技能并不容易，
但走出校门后，这些技能会成为他们
解决难题的法宝。

而更多的付出则体现在课堂外。
陈希梅是市特教学校职业教育中

专部主任。除了日常教学工作外，平
日里，她还要到各爱心企业进行回
访，了解学生们的工作或实习情况。
哪怕已毕业多年的学生，她也时常挂
在心上。“每次去企业回访，孩子们
见到我都像见到亲人一样，特别高
兴。”陈希梅说。

爱心企业越来越多

“思味特”是最早和市特教学校
建立合作关系的爱心企业，先后有 6
名毕业于市特教学校的学生在此工
作。

邓智刚是“思味特”的法人代
表，对于残障人士的求职路有多难
走，他深有体会。“我侄子就是市特
教学校的学生。他毕业后找过很多工
作，但一直不太理想。”从那时起，
邓智刚就格外留意这些孩子。

善意是会相互吸引的。那时，刘
红艳也正在寻找能为学校毕业生提供
岗位的爱心企业，两家单位一拍即
合。

“说实话，一开始的确有些担
心。怕这些孩子在沟通、技能和纪律
性上有欠缺，但这种担心很快就被打
消了。在工作上，他们并不比普通员
工差，甚至比普通员工更敬业、要
强。过些日子，还会有 4名特教生来
我这儿实习。”邓智刚说。

为了照顾这些特殊员工，邓智刚
安排专人不定期与学校和特教生家长
沟通，在日常生活中也格外照顾他

们，还和其他员工一起主动学起了手
语。

到目前为止，与市特教学校达成
合作的爱心企业越来越多。“失聪生
实现了 100%就业，毕业生整体就业
率连年上升。”刘红艳说。

前不久，陈希梅收到一条特别的
信息，发信人是她的一个学生：“老
师，我要结婚了。你们教我知识，帮
我找工作，真心谢谢你们的帮助！”

▲乐团
公益演出现
场

◀ 3 位
成员与观众
合影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日前，26
岁的任丘女孩齐琳琳，将自己精心制
作的贝壳画作品捐给了任丘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志愿者之家。

齐琳琳毕业于广西桂林信息科技
学院。她爱好广泛，喜欢摄影、写
作、剪纸，尤其喜欢制作贝壳画，曾
被评为“沧州市优秀志愿者”。她小
时候在辽宁省大连市生活过一段时
间，常去海边捡拾贝壳。后来，她看
到贝雕艺术家的贝壳作品后，一下子
就喜欢上了。齐琳琳说：“通过不同
的排列与设计，让一个个贝壳变成画
作，这个过程非常治愈。”只是后来
随着学业越来越紧张，她不得不暂时
放弃这一爱好。

大学毕业后，齐琳琳又重新拾起
了贝壳画。她说：“我喜欢与贝壳对
话，她们是海的女儿。贝壳是坚硬
的，贝壳画是多变的。每次到海边，
听到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感受海风
扑面而来，我都会想到那一幅幅婀娜
多姿的贝壳画。”

齐琳琳向记者展示了她的贝壳画
作品，其中，有天鹅、凤凰、仙鹤、
花草、帆船等造型。

齐琳琳说，目前她已分两批将 7
件贝壳画捐赠给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
会志愿者之家，第三批捐赠也即将进
行。

▲乐团成员日常合练

特教生们在特教生们在““思味特思味特””找到了工作找到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