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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记者去龙泉市图书馆采访，顺便参
观了该馆的视障电子阅览室，体验了一番视障阅
读电子设备带来的便利。

“通过这台视障电脑系统，视障人士就能顺利
阅读我们图书馆馆藏的所有书籍。”图书馆工作人
员指着桌面上的一台电脑自豪地说。

这台电脑看上去与普通的电脑没用什么大的
区别，只不过电脑键盘上的字符和数字加大加粗，
此外还连接着一台打印机和一只一键式智能阅读
器。

视障人士如何通过这些特殊的设备，“触摸”
世界、感悟书香、丰富精神世界？

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记者随手拿起一张报
纸，放在智能阅读器上，再点开电脑上的专用软
件，不一会儿，耳边响起了语音播报声。不仅是图
书，点击电脑屏幕上的文字，也能快速“听到”文
字，实现“读屏”——原来，通过智能阅读器和软
件，文字转换成了语音。

因此，即便是盲人，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也
能方便自由地“阅读”图书、获取网络信息资源，
还可以享受网上冲浪等乐趣。

至于那台打印机，是台盲用刻印机。作为今
年浙江省唯一一名考上硕士研究生的龙泉盲人姑
娘叶景芬，就是通过这台盲用刻印机打印英文真
题，解决了英语盲文纸质资料少、英语电子版资料
电脑读屏不理想的难题，为考研提供了有力帮助。

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记者点击打印指令，只
听到“哒哒哒，吱吱吱……”一阵声音响起，盲用刻
印机开始工作，专用的盲文纸张随着响声按顺序
进入打印机，输出时盲文纸上面已经刻上了凹凸
不规则的盲文小点。原来盲用刻印机打印出来的
盲文，是根据盲文转换软件，将“明文”转换成盲
文后，再通过软件传输到打印机上进行打印的。

“这种打印机很少见，整个龙泉只有我们这里
有，同时需要专用的打印纸才能打印。如果读者
有需要，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打印。”工作人员介绍
说。

对于视障人士来说，视力成为了他们参与社
会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拦路虎。除了阅读盲文，
如何丰富精神世界，实现视障电子阅读，为心灵点
上一盏灯？

龙泉市图书馆投入 20多万元，购买了视障电
脑系统、一键式智能阅读器、盲文点显器、盲用刻
印机、盲文转换软件等专用设备，让视障人士在这
里实现了“阅读”自由。

记者翻开一本书，把它放在台式电子助视器
上。电脑屏幕上，书本上的文字随着调节器不断
放大，甚至能几十倍乃至上百倍。接着，记者移动
书本，屏幕上的文字跟着转换，一些老年人或者存
留些许视力的视障人士也能进行无障碍阅读。

除了固定的电子助视器，该馆还有手持式电
子助视器。视障人士可以拿着它，前往馆内其他
书库阅读图书。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各地图书馆先后创建了
盲人阅览室、视障电子阅读室，增设残疾人通道、
残疾人卫生间等，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的阅读服
务，提升精神文化幸福指数。

视障电子阅读
为心灵点“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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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 37年来，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各种体验
都很新奇。”5月 13日上午，今年 53岁的松阳视障人士项汝根
激动地对记者说。

为了让视障人士感知浓缩于光影背后的美，获得普通人
的快乐，共享美好生活，13日上午，松阳县残联举办了“观影
无障碍·志愿暖人心”专项活动。在松阳横店电影城，50多名
视障人士在亲属和志愿者的陪同下，一同体验、观看了该活动
的第一场无障碍电影《建军大业》。

视障人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全国视障人士超过 1700万
人，相当于每 80多人中就有一名。而在松阳县，持证视障人
士就有 1100余名，他们中，有的人从未看过五彩缤纷的世界，
有的人从未在电影院“看”过电影。

据介绍，由于存在视力障碍，普通的电影无法满足他们的
需求。近年来，国内出现了无障碍电影，得到了视障人士和听
障人士的欢迎——无障碍电影是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分为
专供视障人士和听障人士两个版本。而专供视障人士的版
本，需要将普通的电影重新剪辑，在没有人物对白的地方增加
大量的解说，把故事的背景、场景，人物的动作、心理活动和外
貌等元素，转化成声音传递给观众。

在电影院里，松阳的视障人士静静地坐着，竖起耳朵专心
致志地“看”电影。“此时，周恩来拿起了茶杯……”虽然看不
见，但他们通过解说，能大致了解故事情节，“看”到电影画面。

项汝根高兴地说：“这种观影形式很新颖，以前从来没有
体验过。我的视力很差，眼睛看到的东西很模糊。通过影片
中大量的解说词，我还是可以‘看’懂电影。这种感觉太好
了。”

准大学生蔡晓蓓在父亲的陪同下也来了。2012年，蔡晓

蓓患上视神经炎，多方求医无效后，逐渐失去了视力。经松阳
县残联介绍，她去盲校继续学业。今年 4月，她被浙江特殊教
育职业学院中医推拿专业录取。

在家等待上大学的日子里，蔡晓蓓也被邀请前来观影，
“虽然在家里也能在手机或电脑上‘看’电影，但因为少有人陪
同，只能通过声音来欣赏，感觉有些遗憾。在电影院，不仅观
影氛围好、音质佳，更关键还有很多的解说，理解电影情节不
太费力。”

她说，“我是盲人，也和大多年轻人一样，喜欢听歌看电
影，希望像正常人一样，有机会过一过时尚、健康向上的文化
生活。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

一次无障碍观影，不仅是视障人士特殊的文化盛宴和文
化体验，更让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感恩和对未来的信心。

2002年，在松阳县残联的介绍下，项汝根参加了推拿培训
班，很快掌握了推拿技术。当年春节，当他带着 1000多元工
资回到村里时，村民都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现在，他在松阳县
城开了家小小的按摩店，小日子过得平静又悠闲。

“感谢共产党和残联，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支持。我的
眼睛看不清楚，掌握了推拿技术后，能够体面地生活和工作，
心里还是挺开心的。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好。”他说。

据介绍，下一步，松阳县残联将组织一批志愿者进行专
业培训，以便更好地为视障人士服务。“观影无障碍·志愿
暖人心”活动启动后，接下来会开展送电影进基层活动，今
年在全县组织无障碍观影不少于 12 场次，服务视障人士不
少于 1100 人次，让视障人士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电影文化

“大餐”的同时，也提升他们的自信，帮助和推动他们融入
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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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耳朵““看看””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雷晓燕 通讯员 徐明 曾伟英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