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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2年来，朱莹的生活里
多了一群看不见的朋友。他们
中的很多人成了她的忠实粉丝。

看电影时，韩佩丽总是那个
表情最生动的老人。因患有先
天性白内障，老人已经有十几年
看不清东西了。几年前，在一次
活动中听朱莹讲电影，两人竟成
了忘年交。

“小朱讲得很精彩，宁波话
越来越标准了！”韩佩丽说，朱莹
不光给他们讲电影，还很关心他

们的生活。逢年过节，她总会拎
着东西去看他们。今年春节，她
给家里贴上了春联和窗花。“真
的比外孙女还要亲”！

“讲”电影这条路上，朱莹一
个人走了很久。庆幸的是，从1
个人到40余人，现在她身后有
一支强有力的团队。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的一群大学生
加入团队，负责选片和视频剪
辑，来自鄞汽出租车公司的“一
路随行”爱心车队“承包”了盲人

外出观影的接送任务，128广场
的宁波影都挂牌“爱心观影基
地”……

“希望有一天，对他们来
说，看电影不再是一种奢求。”
现在，朱莹最大的愿望是：培养
一支无障碍观影讲解志愿者队
伍，汇集更多的社会力量，定期
组织盲人朋友们看电影。“以后
我们要增加影片库，让盲人们
来‘点单’”！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钟榴红 邱煜

“太美了，简直不敢相信！”“这还是我
们楼下那个垃圾点位吗？”这两天，鄞州区
钟公庙街道金色水岸小区一角微改造美
图在小区群传开了。小区西边的一处垃
圾投放点位，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共享花
园，原本冷清的角落一下子热闹起来。

“以前在社区‘达人课堂’教居民们插
花，这次带着她们在大地上插花，这种体
验很特别。”说起来，这个共享花园是社区
达人孙立军带着小区主妇们刚刚打造的。

“我们这里以前就是脏乱差的空地，
没想到现在摇身一变成小花园了。”居民
吴女士住在金色水岸小区一期。她说，共
享花园的位置以前就是一个垃圾点位，绿
地已经有些荒芜，草皮裸露。小区刚实行
撤桶并点时，经常有居民将垃圾随意扔在
地上，慢慢就成了小区的环境卫生死角。
2月中旬，大家一致同意，对这个卫生死
角进行微改造。

“其实，我刚接到社区邀请的时候，还
挺惊讶。这些年，我一直从事绿化工程建
设相关的工作，对自家小区进行微改造，
这算是头一回。”趁着周末天气晴好，园林
专家孙立军带着居民开始着手打造这个
12平方米的微型“共享花园”。

从实地考察到方案设计，从花材采购
到成员招募，孙立军前两天就开始忙乎
了。“这次改造的区域面积不大，整体难度
也不高，我就想让插花班的学员们一起参
与，大家共同打造自家的‘共享花园’。”

“我报名！”“我想试试！”“太期待了！”3
月初，“共享花园”改造计划的消息在群里
发布以后，社区“达人课堂”插花班的学员
们都抢着报名，微信群一下子炸开了锅。

孙立军大学学的是园林专业，毕业后
一直从事与绿化相关的工作。这次小区
微改造，她大胆将插花的构图运用到小区
景观微改造中。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

“在大地上插花”。
改造现场，居民搬来了八角金盘、茶

梅、金叶石菖蒲、银叶菊、小叶栀子花等，
高低错落地分布在各处，一个手捧多肉的
卡通小熊更是成了点睛之笔。各种颜色
的多肉点缀其中，让这个角落立马变得色
彩缤纷起来。

巧手主妇们利用不同植物的高度差，
营造出立体感，再搭配银叶菊、小叶栀子
花、茶梅等色彩明亮的小花点缀，最后再
铺上白色鹅卵石，一下午时间，立体的共
享花园就出炉了，吸引了很多居民围观。

“我们改造的时候，就有很多居民来
拍照。大家都觉得这样一改，漂亮多了！”
孙立军说，这是第一次尝试，如果改造效
果好，今后她们将把小区空地作为实践课
堂，把插花知识运用到小区微改造中，打
造出更多美美与共的共享空间。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高秀慧 傅琳洁 文/摄

改造后的小花园。

她让奶奶戴上眼罩当“试听员”
带盲人“看”电影，这个85后志愿者坚持了12年

看一场电影，对普通人来说稀松平常。但对盲人来说，却是个奢望。
3月4日，鄞州区潘火街道组织辖区10余名盲人“看”电影，志愿者朱莹在一旁动情解说，带他们

走进流动的光影世界。随着剧情的变化，盲人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眉头紧蹙。
一部电影反反复复看十几遍，记录每一句解说词……带盲人“看”电影这件事，这名85后志愿者

已经坚持了整整12年。

“喧闹的弄堂里，大叔在调
试收音机，身后是小孩子们在追
逐、打闹。有人在洗夜壶；有人
在将自行车倒置，边转动脚踏板
边修理……”一个声音见缝插针
地描述着画面，补充“旁白”，时
而急促，时而舒缓……在电影院
观影席的角落，朱莹正在讲解电
影《夺冠》。她手上拿的脚本，密
密麻麻写着很多注解。这是一
场面向视障人士的特殊观影活

动，当天来了10余名盲人，他们
在电影里“看见”了另一个世界。

“小朱讲得交关好，很有画
面感，东东（电影里的主人公）太
不容易了！”说这话的时候，73岁
的韩佩丽意犹未尽。“以后能常
常来电影院看就好了，和家里听
电视声音完全不一样！”

今年35岁的朱莹，是潘火
街道香园社区的一名社工，还是

“光影心播客”志愿团队的负责

人。这段奇妙的缘分是从2010
年她大学毕业时开始的，今年是
第12个年头了。

大学时期，朱莹就热衷公
益，毕业后四处留意哪里可以做
志愿服务。偶然间，她打进
81890热线，留下联系方式。有
一天，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
她愿不愿意给盲人讲电影？

“盲人？‘讲’电影？”当时，她
整个人懵圈了，但她想试一试。

“讲”电影缘分从2010年开始

“你讲得真好，我好像真的看见了”
在数十部电影中，朱莹选了

张艺谋导演的一部老电影——
《活着》，讲述了主人公福贵坎坷
的一生。从选片、剪辑到脚本创
作，再从试讲到演出，朱莹用了
将近两个月时间。“当时，这部电
影我起码看了十几遍。哪怕到
现在，很多台词都记得一清二
楚。”

“我需要把电影画面用语言
说出来，让盲人们‘看见’。”朱莹
在家反复练习，甚至让奶奶戴上
眼罩当“试听员”，体验盲人看电
影的感受。

“语速太快了！最好说宁波
话！”奶奶的建议，她都记下了。
一遍遍调整，一句句模拟。

2010年3月，她第一次给盲
人讲电影，台下坐着百余人。随
着电影情节的进展，她总会在无
声镜头和音乐起伏时，适时“插
播”旁白。最难的是，要根据剧
情掐准时间。

播放结束，掌声持续了很久。
“小朱，你讲得真好，我好像真的看
见了！”盲人阿姨的这句鼓励，朱莹
一直记到现在。一位古稀之年的
盲人，看着看着就哭了。那是她失

明十年后看的第一场电影。
那一年，她连续讲了好几

场，每场都坐得满满当当。“基本
上电影都控制在1小时左右，时
间太长怕他们坐不住。”要缩短
电影时长，又不影响观影效果，
朱莹就需要根据剧情重新剪辑，
这对英语专业的她来说完全是
一项挑战。

“每天上网学剪辑，一遍遍
看，一遍遍改。有时候半夜突然
想起一句合适的旁白，就赶紧起
来记在本子上。”母亲打趣，她做
这件事，比高考都用心。

朱莹正在电影院给盲人讲解电影。记者 周子豪 摄

期望让盲人“点单”看电影

以前脏乱差 如今小花园
巧手主妇把卫生死角
变成小区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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