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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看不见，却凭借天赋与热
爱，在音乐中自救，让世界看到；赋
予自身前行力量的同时，也用乐观
激励人们追寻光的方向。他们，是
国内首支由视障人士组成的阿卡
贝拉演唱组合——“看到”。

“看到不同于看见，看到是心
灵深处的抵达，是用心感受生活的
美好。”“看到”组合队长黄延平向
记者介绍组合名字由来时说。通
过音乐“看到”世界，用音乐架起光
明与希望的桥梁，这个组合一直奔
跑在追光的路上，其实他们本身就
是一束光。

凭借音乐被人们看到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

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
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
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夜幕降临，“看到”组合在达明美食
街用一首阿卡贝拉版的《红日》引
来一众市民游客。大家自发打开
手机灯光，随着音乐晃动着身体，
暖流瞬间弥漫。

“看到”组合，是一支由盲人按
摩师、钢琴调律师、音乐人、大学生
等组成的视障艺术团体，他们也是
全国首支阿卡贝拉（多声部纯人声
无伴奏演唱）盲人演唱团体。2009
年12月，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团
遴选人员组队，一群有音乐理想的
视障人士聚到一起，成立歌唱组合
——“看到”。

在舞台上，无论是表演脱口秀
还是唱歌，“看到”组合成员都从容
自信。达明美食街的这场演出持续
3个半小时，演唱歌曲30余首，组合
还在抖音和微信视频号开启直播，
顺势收获一批粉丝。

“下一次演出是什么时候？我
继续跟！”散场之际，75岁的齐奶奶
忙不迭地追问组合成员。原来，老
人对组合的喜爱源于三年前的一
次邂逅。彼时，她和家人在三坊七
巷逛街，“音乐中治愈人心的力量”
让她成为组合的粉丝。

市民林建国也深有同感。“他
们站在那里就是力量。”林建国拿
着手机一直录制表演，直到手机没
电。“‘看到’组合不仅是一支乐队，
更传递一种向上的力量。他们如
此积极乐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

认真面对生活？”
“以往我们参加的大多数是残

联举办的活动，观众群体有限，现
在不一样了，我们正在被越来越多
人看到！”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
团副团长朱伟贤说，随着各大历史
文化街区的建设和艺人的公开招
募，他们的舞台越来越多。2023年
9月是个转折点，“看到”走进三坊
七巷、上下杭、闽江之心、烟台山等
景区进行街头表演，零距离将音乐
送到市民游客身边，同时也零距离
感受大家的欢呼、鼓励。

春节将至，“看到”组合几乎每
晚都会在三坊七巷、烟台山、闽江
之心或达明美食街等地进行户外
演出，成员们的歌单里有 400余首
歌曲，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普通话
歌曲，还包括粤语、闽南语歌曲。

不懈努力看到自己
为何想成立“看到”？初衷是

什么？……不少人感到好奇。
“‘看到’组合创办之初，是希

望为成员提供一个唱歌圆梦的舞
台。”朱伟贤介绍，乐队成立 15 年
间，成员更迭，人数时有增减。目
前，核心成员 4男 1女，分别是“70
后”林鹏，“80后”黄延平、陈金灿，

以及“90后”陈炎明、李艳冰（女），
还有 2名大学生和 1名高中生作为
新生力量，在寒暑假会加入其中。

起初，成员们坚持在工作之余
排练，一周三次、每次 4小时，扎实
的基本功给了他们底气和勇气，积
极参加海峡残疾人艺术团的线下
演出。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2022
年初，朱伟贤与黄延平抓住了这一
风口。他们自学MV制作，将组合
的音乐视频发布到抖音平台上。
同年 5 月，一条翻唱《新白娘子传
奇》片尾曲《渡情》的短视频走红，
收获近 30万点赞，粉丝量猛涨，组
合成员第一次感受到了互联网强
大的力量和网友们的喜爱。

“生活给了我们无数打击，但
我们用音符创造了一方舞台，人生
就是要充满 Passion（激情）！”队长
黄延平感慨地说。

台上完美呈现的背后，是台下
日复一日“事倍功半”的演练。无
法看见是视障人士最大的拦路虎，
听力和触感成为他们与音乐沟通
的方式。但现实是残酷的——

“听”的学习方式容易导致音准、节
奏的细微偏差，这需要他们投入成
倍的时间磨合，才能如普通人一
般。

器乐演奏和伴奏调试也同样
遭遇现实的阻力。团队里负责演
奏的成员通常从年幼时便开始练
习，音乐老师手把手教授指法和琴
键位置，他们再一遍遍地训练，尝
试将零碎的音符汇成动听的歌
曲。伴奏调试则需要使用电脑，辅
助软件可自动将鼠标所点之处的
文字播报出声，他们通过声音辨别
内容不断试错后，方可点进目标页
面。

“几乎每天都在与绝望斗争，
但我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一切都
会过去的。”黄延平回忆起刚开始
学习音乐制作的情景时说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看到”组合
不仅用歌声征服了听众，更迎来了
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两次荣
获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声乐类金
奖；在抖音上拥有近 20万粉丝，短
视频总浏览量超1亿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道
路。”黄延平说，“在音乐的世界里，
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找到
了那个闪着光的自己，也为残疾人
多元化就业打开新窗口。”

与宝岛歌手共创佳作
“在星空下，你的眼神如闪烁

的光，温暖我心底最深的渴望，我
们手牵手，走过多少夜晚……每一
次心跳，都是生命的光……”在近
期的街头表演中，“看到”组合唱的
最后一首歌往往都是《因为爱》。

“这首歌意义非凡、感情真挚，
是我们和宝岛歌手沈怡君联合创
作的。”朱伟贤告诉记者，“看到”
组合和沈怡君相识于去年 8 月。
彼时，沈怡君作为来自宝岛的资
深助残志愿者，受邀来福州参加
第二届两岸融合特教人才研学营
活动。活动期间，她和伙伴们得
知福州有一支完全由视障人士组
成的音乐团队，当晚她就与“看
到”组合取得联系。双方还在闽
江之心青年会广场同台表演，共
同演绎《月亮代表我的心》《想要
有个家》，用歌声传递对特殊群体
的关爱与尊重。

“福州深厚的历史文化、人文
关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
是一座既美好又温暖的城市。”沈
怡君表示，首次登“陆”，他们和大
陆的朋友做了深入的交流，并通过
演出的方式让更多特殊人士被看
到、被关注。

沈怡君与“看到”组合的舞台
合作默契十足，这也激发了她的创
作欲望。在返程的飞机上，沈怡君
写出《因为爱》的歌词，交由“看到”
组合谱曲。

去年12月，在厦门召开的两岸
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主题论坛上，

“看到”组合与台湾同胞首次唱响
该歌曲。他们还与中国残疾人艺
术团的舞蹈演员合作，用手语加演
唱的方式表达心声。

“我们的血脉里流着共同信
仰，无论多少时光，我们彼此守望，
只要看到你，爱就变得滚烫。”黄延
平在原歌词基础上，增加了“我们
的血脉里流着共同信仰”等有感而
发的歌词，获得不少拥趸。

“两岸共创一首歌曲，让大众
看到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我们。”朱
伟贤说。

生命不息，挑战不止。新一
年，“看到”组合也有自己的心愿。

“学唱英文歌曲，带着歌声去远行，
希望盲人能从歌声中找到安慰，希
望更多的人通过音乐感受生活的
美好，一起奔向光明的未来。”

本报讯（记者 孙漫）昨日下
午，在台江路沿线，一座刚揭开面
纱的桥梁，引得不少市民驻足。
记者从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
建总获悉，备受市民关注的台江
路风情桥已于昨日完成落架。春
节前，这座新桥将正式开放，方便
市民出行。

“我们正进行最后的冲刺！”
昨日下午，在台江路风情桥施工
现场，市城乡建总该项目负责人
李翔正和同事们忙前忙后，灯具
安装等收尾工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

这座横跨台江路的新桥，连
接起中亭街商业区和闽江之心茉
莉大街，桥梁全长 50.5米，桥面宽

4.5 米。主桥北侧接入利生苑二
楼商铺，并在利生苑前设置梯道
和 1 组自动扶梯，主桥南侧在旧
城投大厦前也设置了梯道与 1组
自动扶梯，方便市民群众日常出
行。

“你看，以中间桥墩为界，北
侧桥身上有 7个拱，南侧桥身有 8
个拱，寓意着‘七溜八溜，不离福
州’！”李翔介绍，桥梁采用仿欧式
科林斯柱墩、宝瓶栏杆、茉莉花浮
雕等元素，与相邻的中亭街利生
苑建筑风格相统一。

作为闽江北岸全线贯通的一
处重要景观节点，这座桥梁的建
成，将与不远处的闽江之心青年
桥遥相呼应。

通过音乐让世界看到
——访全国首支阿卡贝拉盲人演唱团体“看到”组合

本报记者 林文婧

周五到长乐文明踩街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17 日，“文明踩

街 福到万家”2025年长乐区新春民俗文化
宣传日活动将在潭头镇厚东村苍头顶广场
举办。届时，市民游客不仅可以体验踩街活
动，还能参与文明寻年集“五福”活动、乡风
民俗趣味运动会等。

长乐民俗踩街活动至今已有400多年的
历史，每年各个乡村都会开展热闹非凡的踩
街活动。其中，潭头厚福的踩街活动被列入
长乐区非遗项目。据悉，各地民俗踩街活动
信奉的人物形象，多数由历史人物演化而
来。他们或造福于民、或扶危济困，是村民
心中正义的化身、崇敬的对象。

这些年，长乐的民俗踩街活动不仅在本
地圈粉无数，影响力还辐射到海外。侨胞将
家乡的民俗文化带出长乐，在移居之地扎根
生长，化作爱国爱乡的情感纽带。

“踩街活动体现了广大群众对‘一生长
乐’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将通过此
次活动进一步引导民俗踩街活动规范健康
开展，营造欢乐喜庆、文明祥和、健康向上的
节日氛围。”长乐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罗源新投用
一个长者食堂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黄雨欣）
近日，罗源县凤山镇南门社区长者食堂开门
迎客，受到社区居民欢迎。

南门社区长者食堂总面积约 200 平方
米，合理规划餐区，配套无障碍、适老化设
施，可同时满足 40位老年人用餐需求，并根
据老年人的饮食特点和营养需求，制定多样
化的菜单。此外，该长者食堂还设有书法文
娱手工室、心理咨询室、棋牌室等区域，进一
步丰富辖区老年人文化生活。

“经过前期筹备，南门社区长者食堂一
楼主要提供餐食，二楼、三楼主要提供日间
照料场所，老人可以在这里短暂休息、练习
书法、参加主题活动等。”罗源县凤山镇党委
委员、副镇长林尧新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14日上
午，鸟类“活化石”——白鹤到访闽
江河口湿地，数量足有30只。据了
解，此次白鹤的集中亮相，刷新了该
种群在福州地区观测到的数量。

白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
评定为极危物种。它们在西伯利亚
繁殖，种群中 98%的个体在江西鄱
阳湖一带越冬。长期以来，鄱阳湖
以南地区极少发现白鹤的踪迹。

去年下半年，闽江河口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布了成立 11年
来的首次科考报告。报告显示，与
2011年科考报告相比，闽江河口湿
地新增鸟类72种，其中就有白鹤。

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21
年，湿地首次记录到白鹤，2023年、

2024 年也先后观测到白鹤。今年
是发现白鹤数量最多的一次。

珍稀鸟类被视作最佳环评师。
白鹤成群到访，是闽江河口湿地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有力佐证。近年
来，湿地加大力度治理互花米草、退
养还湿等一系列保护举措，营造出
适合候鸟迁徙栖息的天堂。

台江路风情桥春节前开放
闽江之心与中亭街“无缝衔接”

30只白鹤到访闽江河口湿地

闽侯甘蔗街道征迁户
住进高品质新居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李煜晗
陈世荥）“这里环境好、设施全，我非常满
意！”“太好了，终于拿到新房了，我已经迫不
及待布置新家啦！”近日，闽侯县甘蔗街道滨
江天玺小区多户征迁群众领到新家钥匙，他
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滨江天玺小区拥有长达 10公里的瞰江
视野，打造了约 2.53万平方米的制式花园，
并配套了花漾泳池、果岭雅荟、名爵台球、君
悦健身、逸境瑜伽、博海书苑咖啡吧、静舍茶
室七大会所艺术空间，为居民提供高品质居
住体验。

“小区不仅地段好，可以看到江景，而且
内部配套设施齐全，采用人车分离设计，我
们一家人都很满意，接下来就是准备装修
了！”征迁户程燕英说。

白鹤成群到访闽江河口湿地白鹤成群到访闽江河口湿地。。陈超灵摄陈超灵摄

茉莉大街上茉莉大街上，，““看到看到””组合在激情献唱组合在激情献唱。。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张旭阳摄

年货节游园会
带来浓浓新春味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 颜澜萍 通讯员
张凌莎）近日，永泰县同安镇三洋中心村年
货节开市，菌菇、红枣、桂圆、熏鸭、青红酒等
农特产品，吸引游客前来感受乡村里的浓浓
年味。本次年货节将持续到 2月 24日，为广
大村民和游客打造了一个集购物、旅游、娱
乐于一体的嘉年华。

昨日，台江区苍霞新城社区开展新春游
园暨非遗技艺体验活动。猜灯谜、投壶、剪
纸、年画拓印、冰糖葫芦制作、编中国结等活
动吸引居民踊跃参与。

现场群众表示，亲身体验非遗技艺、参
与传统游戏，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
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