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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市两会的首位手语播报员
□记者 李伊娜 通讯员 张海芬

“看，那一群劳动者”

清明节前，一位听障人士来市残联办理

第三代残疾人证，他径直走进的不是相关科

室，而是倪燕红的办公室。熟练的手语交流

后，倪燕红带着他全流程走了一遍，办理好

了相关手续。

“她就是听障人士的‘老娘舅’，只要是

来残联，他们没有不找她的。”市残联的一位

工作人员说道。

不仅是来残联办事的听障人士，很多市

聋人协会举办的相关活动或是其他单位碰

到的“棘手”事件，只要有需要，倪燕红都有

求必应，第一时间帮忙处理。

一次，来自白泉的一对听障夫妇闹离

婚，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只会简单的手语单

词，速度一快便跟不上趟急得手足无措，便

邀请倪燕红前去处理。

“我到那里时，大家就像看到了‘救

星’。”倪燕红笑着说，之后她与那对夫妻分

别进行了沟通，帮他们与相关人员解释了各

自所求。“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所

以我也想尽力帮他们调解。”

“有时候晚上也会接到求助电话。”倪燕

红说，一开始她还担心家人会不理解。没想

到，对于帮助残疾人这件事，家人都很支持。

“有几次晚上外出帮助解决一些听障人士的

困难，我爱人都主动开车送我前去，等办完

事情再一起回来。”

倪燕红说，听障人士的心灵比较脆弱、

敏感，所以每次他们遇到问题，她都会用关

心的方式与其慢慢沟通，再用他们能理解的

方式给出反馈。每一次的用心“搭桥”、真情

服务，也让她收获了众多听障人士的信任和

依赖。

“学手语起初是源于兴趣，学好后自然

要成为一座‘桥梁’。 ”倪燕红说，残联是残

疾人的“娘家人”，她作为其中一员理应更好

地为残疾人服务。

平时的工作中，倪燕红真心实意为听

障人士服务，私下的生活里，她也与这群

听障人士处成了朋友。她的手机微信群里

有一个名为“舟山市听障人士交流群”，群

里的每个人只要咨询问题或是寻求帮助，

都会给她留言。倪燕红告诉记者，每天晚

上9时，她都会把其他的群设置为免打扰

模式，只有这一个群例外。“我希望第一时

间为他们答疑解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

一颗为残障人士服务的心

4月12日上午，在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直播中，一位播报员特别引人注目。

只见她笔挺地坐着，双手翻飞，用手指划出词汇、语句，传达着舟山声音。

她便是倪燕红。年近五旬的她是市残联的一名普通干部，也是一位中级手语翻译。多年来，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在相关活动中

担任手语翻译，也多次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手语培训。

今年，我市首次在市两会直播中引入手语播报，对于第一次走进市两会直播间的倪燕红来说，这是一个光荣的使命，也是一次挑战。

距离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直播还有近两个小时，倪燕红

就已经到达现场，对照大会开幕的相关素材进行彩排。作为

在我市两会直播历史上第一次用手“说”两会的手语翻译，她

换上正装化好妆，双手在空中反复练习着动作。

“那时候，倪老师肯定是既激动又紧张。”市残联副理事

长郭绍磊十分了解她。

尽管倪燕红有着丰富的手语翻译经验，但直播中涉及的

不少专业名词还是极大地考验着她的词汇量和随机应变能

力。“要快速理解信息，并对信息精炼，变成听障人士易懂的

语言，过程真的非常‘烧脑’。”倪燕红说，这是她第一次为听

障人士直播这么重要的会议，感觉担子沉甸甸的。

倪燕红举了个例子，比如“界别”是政协工作中的一个固

定专业名词，但目前的手语词典中没有收录这个词，那就需

要以意译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将之解释为“按照各政党、团

体、民族和社会各界等分成的不同类别”，做出的手势动作即

先用食指打成一个“J”状，然后左手手心向上，右手劈向左手

手心，呈左右分开之势。还有直播结束时提到的“风起正扬

帆，撸袖绘新篇”,倪燕红也巧妙地按原文意思进行了手语翻

译。

手语是一种简化语言，但专业会议中有着大量专业性很

强的、用词精准的书面语言，将其进行手语转化绝非易事。

“拿我第二天直播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式来说，

政府工作报告有1.6万余字，大概要转换成1.2万个手语动

作。”此次两会直播的另一位手语翻译纪梦婕证实了这一点，

“精神需要高度集中，眼睛盯住机位，耳朵保持敏锐，听准每

一个字，然后迅速转化为相应的手势。同时还要保持神态的

活跃与从容。”

电视屏幕中的倪燕红坐姿笔挺，气质优雅，背后却有着

不为人知的辛苦。直播时，她对面是一块放映大会现场画面

的大屏，没有稿件提词器，一切只能靠着这块屏幕边听边看

边用手翻译。有的听障人士可以通过“唇读”来理解语言，因

此除了打手势,倪燕红还要注意进行跟读。

出于画面效果考虑，手语直播时的椅子较高且没有椅

背，除了手臂一刻不停地运动之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必须一

动不动。“腰和肩膀太酸了。直播结束后我都站不起来，全身

都僵了。”记者看到，原本髋关节就有伤的倪燕红下播时是被

两位同事搀扶着才走下了演播台。

当她完成手语播报走进市残联大楼时，刚刚聚在一起

“听”完两会直播的17位听障人士便把她围成一个圈，纷纷向

她竖起大拇指。

“终于完成任务了，感觉松了一口气。”倪燕红说，为了更

好地完成这次直播任务，近期她不仅查阅了去年两会时的相

关报告，还比平时更多关注舟山的时政新闻，就是为了在练

习新闻手语的同时积累词汇量和反应速度，让自己的手部感

觉处于最佳状态。“看到很多听障人士给予我手势专业舒服、

表达简洁易懂等评价，我真的很高兴，也十分谢谢他们。”

一场精彩的手语播报

21年前，在市残联工作的倪燕红和几位

同事得到了一次去省里培训手语的机会，自

那以后，她就深深爱上了手语并一发而不可

收。

纪梦婕对倪燕红“爱上手语”深有同感，

她说自己在2005年央视春晚上看到《千手观

音》的节目时，就爱上了手语，觉得那些演员

的手指动作简直妙不可言。之后上大学便义

无反顾地选择了手语专业。“学手语一定要

有兴趣，不然坚持不下来。对倪老师来说，可

能还有一份责任感，学好了，能更好地为残

疾人服务。”纪梦婕说。

的确，培训刚结束，倪燕红就买了《中

国手语》上中下三册，对照着书里的内容

边学边练。现在，这三册书已经被她不知

翻阅了多少遍，连同后来单位领导送给她

的《国家通用手语词典》都成了她家书柜

里的宝贝。

手语一般分为手势语和手指语。手势语

是以手的动作和面部表情，配以身体姿态进

行交际的一种语言；手指语则是用手指指式

代替字母，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拼成普通话。

目前通行的《国家通用手语词典》共收录了

8000多个常用词汇。这些词汇的打法，倪燕

红都一一学习过，绝大多数都能熟练应用。

“手语真的挺有意思，比如‘红色’‘黄

色’‘黑色’三个词，因为都是以‘h’这个声

母开头，所以都用同一个手势，只是变换方

位变换打法就呈现了不同的颜色表示。”倪

燕红解释道，不同的语境中，同一个词又有

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领导’这个词作为

动词表达时，左手竖起大拇指在前，右手五

指平伸紧随其后；而作为名词时，则是右手

伸拇指、食指和中指，拇指抵住额头。”

那时的倪燕红学手语真有点走火入魔，

单位里来了听障人士，她就主动与他们打交

道，把平时不会打的字词写下来一一请教。

有时还会拿着用红笔勾画的报纸追着问他

们：这句话怎么打？那个词语怎么表示？

走路的时候练，晚上睡觉前对着镜子

练，平时只要有空就会练。“有时单位开会，

她就把手藏在桌子下面，边听领导讲话边打

相应的手语，练习反应度。”倪燕红的一位同

事笑着说。

2003年，倪燕红又参加了省残联在杭州

举办的中级手语培训班并取得了中级手语

翻译资格证书。“拿到了资格证，我感觉自己

打手语的信心更足了。”倪燕红兴奋地说，之

后一次在为市聋人协会举办的相关会议做

手语翻译时，市聋协主席沈舟霞说她的手语

打得很漂亮，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儿。

平时跟听障人士沟通交流和在会议、活

动中当手语翻译不太一样，前者需要更了解

自然手语。倪燕红向记者提问，“‘坐公交

车’怎么表达？”记者尝试用手做出拉手环的

动作。“对，非常正确！这就是自然手语，反映

了手语的形象化特点。”

“类似‘贯彻’‘落实’这样的词语属于抽

象词汇，平时聋人朋友们接触得不多，这就

必须依托《国家通用手语词典》里的标准手

语来表示。”倪燕红认真地说，解决这一难题

还有个好办法，就是尽量用近义词来解释和

替代。

“对听障人士而言，‘手’相当于他们的

‘嘴巴’。”纪梦婕告诉记者，想与听障人士

无障碍交流还要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听

说”方式。

“听障人士一般喜欢用倒装句，比如‘今

天下午我去杭州’这句话，打手语时会先打

出‘下午’和‘杭州’两个词，之后再打‘今

天’‘我去’。”倪燕红用一个例子告诉记者

有关听障人士的话语习惯。

耐心、细心、用心、爱心、责任心，这是倪

燕红自学习手语以来给自己提的“五心”要

求。在对各级残联及窗口单位的相关工作人

员开展手语培训时，她亦如此要求。倪燕红

说，未来她会继续用“五心”要求自己，跟聋

人朋友一起与时俱进。

一个培训的机会让她爱上手语

倪燕红正在进行手语直播

观看两会直播，听障人士忍不住鼓起掌来（此为听障人
士鼓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