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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下午，熊爪咖啡永康路店临时店长姜智超

的工作是担任“爪爪”。在“熊洞”背后，他套上了长

长的“熊爪”手套，不断比划着“yeah”“hello”等

手势。身后的操作间里，无声咖啡师菲菲完成了咖啡

制作，将咖啡杯或打包袋交到了他的手上，再由他传

递给顾客或外卖小哥。

小小的一家咖啡店，一般就是这样两位咖啡师

在背后忙忙碌碌，靠翻译软件和“比划”沟通。

“我也会做咖啡，菲菲也可以当‘爪爪’，我们

两个人可以互相轮换、打配合。我们从来没有给哪一

位员工固定在哪一个岗位上，什么都得拿得出手。大

家既是一名成熟的咖啡师，也可以是一名优秀的咖

啡行业创业者。”

姜智超告诉记者，疫情对咖啡店生意的影响是

毋庸置疑的，目前日下单量大约只有疫情前的 1/3，

其中又有约一半是线上订单。例如此前永康路店一

天能售出约 150 杯咖啡，如今只有 50杯。

“周边的白领有的还没有开工，永康路的线下

客流也的确会受到影响。”姜智超说，如今的高峰时

段已经从原来的周末下午，转移到了工作日的上午

以及下午 4 点以后———多是一日之计在于晨的上

班族需要咖啡因，或是下班前再来一杯“续命”。

姜智超是武汉人，和熊爪咖啡结缘还是去年在

武汉开出的快闪店，来到上海后没多久又经历了一

波疫情，可他穿戴上“熊爪”后依然扑腾得十分欢

快：“相信疫情平稳了以后，我们的客流会很快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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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首席记者 谢

下午时分的永康路，灰色水泥墙中央的洞口，毛绒绒的“熊爪”依然在“营业”。 一名正在等

待取咖啡的男生举起手机拍“爪爪”，一旁的朋友很内行地提议：“你要等他把咖啡端给你的时

候拍，更好。 ”

因为疫情的缘故，熊爪咖啡的日下单量明显下降。 但自 4 月起，“爪爪”们就启动了咖啡团

购；进入 6 月又推出了新品、继续外卖业务；待到 7 月，熊爪咖啡的首家“盲人咖啡馆”就将开

业，1999 年出生的小伙天保将出任店长一职。

听障人士在咖啡制作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听不到研磨咖啡和打奶泡的声音， 有时需要

通过触觉来辅助获得信息。 而有视觉障碍的人，也能制作咖啡、开咖啡店吗？

4月、5月份咖啡店无法营业，但居家的员工依

然积极地加入小区的志愿者团队，协调能力更强一

些的应征了楼组长，在沟通上存在一定困难的无声

咖啡师也会力所能及地帮忙搬运物资，并加入到

“团购大军”之中。

永康路店的首任店长莹莹如今已经成为了公司

的咖啡培训师，她不再每天固定出现在一个门店负

责咖啡的制作，而是辗转于不同的门店了解同事们

的问题、需求并给出建议、支持，或是为更多正在踏

上咖啡师之路的同事提供帮助。

接受采访时，莹莹是用手机打字的方式和记者

沟通。她说，在疫情里很多咖啡爱好者都出现了咖

啡短缺的问题，公司也很快调集了挂耳、冻干咖啡

和牛奶等产品发起了团购。让她很开心的是，即使

如今大家都回到了岗位上，购买、运输的难度没有

之前那么大，依然有一些忠实粉丝会继续回购这些

咖啡产品。

“我们目前有 80%的员工是残疾人，在很多人

的眼里，他们其实是接受帮助的一群人。但在这次的

疫情中，他们很高兴、也很自豪能够为大家提供帮助

和服务。”熊爪咖啡的创始人之一天天告诉记者，4、

5月份的咖啡团购业务几乎是熊爪咖啡的所有收入

来源，但他们依然坚持将团购的 5%至 10%营收，通

过一定形式捐赠给所在社区内需要帮助的老人或残

障人士。

突如其来的疫情也加速了熊爪咖啡业务拓展的

脚步，很多原本被安排在明年、后年的计划都被提前

了，例如一直在筹备中的自有品牌冻干粉提前销售

了，其他一系列咖啡周边产品的制作也在加快步伐，

线上的直播平台已经在准备了，原本就打算新开的一

家盲人咖啡馆也将于今年7月上旬和上海市民见面。

“很多人觉得盲人似乎只有按摩师这一条职业

道路，但我觉得他们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咖啡师。

真的，他们觉得做一杯好喝的咖啡是一件特别酷的

事情，就和滑滑板一样。”

1999年出生的天保就是未来新开的一家盲人

咖啡店的店长，他将拥有咖啡店 10%的股权，并全

权负责整家店的运营管理。同时，他也依然是熊爪咖

啡的一名员工，享有同等的工资收入等福利待遇。

新店设在浦东华润时代广场，目前还在筹备的

过程中，所以天保最近的主要工作地点就在静安晶

品的“破墙店”里，偶尔也会随自己的指导老师前往

其他门店学习取经。

听障人士在咖啡制作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听

不到研磨咖啡和打奶泡的声音，有时需要通过触觉

来辅助获得信息。有视觉障碍的人也能制作咖啡、开

咖啡店吗？

先天失明的天保说：“可

以，不是很难。”

未来位于浦东的新店还未完工，但天保已经听

负责筹备的伙伴说，门店的操作台、整体布局和晶品

店很接近，他只要到了店里稍稍熟悉一下就能掌握。

新店使用的会是一台经过专门设计改造的全自

动咖啡机，和部分门店目前使用的半自动咖啡机相

比，咖啡师不用在额外的机器上研磨、压粉，而是将

咖啡杯放置在咖啡机指定的位置上，按下相应的按

钮，就可以耐心等待咖啡滤煮、萃取完成。

当然了，天保要做的肯定不会只有“按键”这一

件事，他需要及时为咖啡机添加咖啡豆，需要定时清

理咖啡机，需要为咖啡杯盖上盖子、配上吸管，也需

要和顾客面对面交流、沟通。

前几个步骤唯手熟尔，而最后一步和人打交道，

对天保来说是最无措的。

“我在晶品店第一次为顾客递咖啡的时候，同

事说我很僵硬，浑身上下写满了紧张。”天保说，他

虽然看不见，但在工作中每天都能听到顾客说的

“谢谢”，也听到了来自同事们的鼓励、赞美，让他觉

得：没有什么不可能。

如今的他已经变得更为自信、开朗，接受采访

时，能够笑着说起最开始练手时，不小心拿了 3 个

盖子就往咖啡杯上盖的糗事；也会探讨起未来站在

自己的店里，如何微笑着和每一位顾客打招呼：“我

现在的打算是用上海话讲：侬好，今朝打算切撒？”

最近只要一有空，天保总会拿起马克杯和拉花

杯开始练习热拿铁的拉花。杯子倾斜角度、拉花手势

是指导老师早早教过的，但对于天保来说，要牢牢掌

握只能靠无数次练习形成的肌肉记忆。

因为疫情耽搁了 2个月，天保回到咖啡店后觉

得自己有些“手生”，便急着给自己加训练强度。一

上来就使用店里的牛奶让他有些心疼，他就会先用

水替代。“用白开水其实更容易，水流的声音更清

晰，奶泡就没有那么好辨认。”

大家宽慰他说：“最近天热，顾客都爱喝冰咖啡，点

热拿铁的人不会很多。所以不着急，可以慢慢练。”

端着拉花杯的天保马上摇了摇头说：“不行，着

急的，新咖啡店马上就要开了！”

成为咖啡培训师，辗转不同门店了解同事需求

听到“谢谢”和鼓励，自信没有什么不可能

图片/晨报首席记者 谢 、受访方供图

制图/张继

点单量下滑，期待恢复的那一天

永康路店临时店长

一号店原店长莹莹

盲人小伙即将出任新店店长

菲菲（左）和莹莹（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