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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党的二十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丁海燕是学生们的好老师；课后，她是孩子们的

好朋友、好“妈妈”。担任听障班班主任的20余年，丁海燕用爱心守护着每一位“折翼天使”。丁海燕说，让

每颗星星都发光，每朵花儿都绽放，是她一生的坚守。

“愿做那片绿叶”

虽然已经立冬，安徽省蚌埠市浓浓
的秋意尚未褪去。午后的蚌埠市特殊教
育中心，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教室，孩子
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做着游戏，额头沁
出细密的汗珠。听障班班主任丁海燕见
状，俯下身去，悉心地为孩子们擦拭额
头，嘱咐他们注意安全。

从1998年成为一名特教老师，丁
海燕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已经24年。和
孩子们吃在一起、玩在一起甚至住在一
起，是她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常。丁海
燕说，做她这份工作，除了一丝不苟的
认 真 态 度 ， 最 离 不 开 的 一 个 字 是

“爱”。这些年，用爱给特殊学生带去温
暖，让丁海燕成了学生们心中最亲
的人。

前一阵，在赴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
前夕，丁海燕告诉班里的学生，语文课
将由其他老师暂时代课一段时间。话还
没说完，讲台下的学生焦急地打着手语
相互交流，之后连连摆手表示不同意。

“他们误会了，以为我再也不回来
了。”丁海燕赶忙解释，孩子们因为着
急而涨红了的脸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这种被孩子们需要的感觉特别温暖，
觉得自己幸福极了。”

丁海燕从北京回来，孩子们开心地
用大大的拥抱“诉说”着对她的想念。

“和孩子们在一起常常会红了眼眶，总
能被他们那种纯真且热烈的情感感染，
让我想对他们好一点再好一点。”丁海
燕说。

教室内，丁海燕和孩子们围成一个
圆圈，比划着手语，讲述自己在北京的
所见所闻所感。丁海燕告诉孩子们，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增进民生福
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残疾人事
业全面发展。“你们生活在一个好时
代，只要努力，一定会越来越好。”孩
子们“听”得认真，教室内不时响起
掌声。

对于孩子们来说，丁海燕亦师亦
友，有些孩子则叫她“妈妈”。丁海燕
曾在日记里写道：“都说花是芬芳的、
果是珍贵的，我希望孩子们是这花、这
果，而我愿做那片绿叶，用爱为孩子们
撑起一片绿荫，让他们绚丽绽放……”

在丁海燕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很
多珍藏的贺卡。“每次教师节都能收到
孩子们的贺卡，都是他们亲手制作的，
上面写着他们的心里话。”丁海燕说：

“心情不好或者迷茫的时候，总喜欢坐
下来看看这些贺卡，这是工作这些年得
到的最珍贵的鼓励和情谊。”

24年的特教工作中，丁海燕荣获多
项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优秀

共产党员、安徽省最美特教教师……“这
些荣誉是鼓励也是鞭策，始终提醒着我
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和孩子们一起学
习成长，对我来说，是动力源泉，也是最
幸福的事儿。”丁海燕说。

别样的幸福

如果问老师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很
多人会回答：“桃李满天下”。但作为特
教老师，丁海燕没有这样的幸福。

从教24年，丁海燕仅带了3届学
生，总共不到30人。“但特教老师有特
别的幸福和乐趣，孩子的每一点进步都
让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这是普通
老师很难体会到的。”丁海燕笑着说。

丁海燕的学生中，大部分患有听力
障碍，还有少部分的多重残疾学生。与
正常学生的教学不同，孩子们洗脸、刷
牙、洗头等基本的自理能力都是特教老
师的教学任务，要根据孩子的个体情
况，随时调整教案。“这些特殊孩子的
心理年龄普遍要比正常的同龄人小，而
且因为听力缺陷，普遍会比较敏感多
疑。”但丁海燕始终相信，只要真心地
付出，学生们就能用眼去看，用心去感
受，“这些孩子内心都是非常纯净的”。

谈起为什么选择这份职业？丁海燕
坦言，其实高考时知道自己被调剂到肥
西师范学校特教专业时，心里是没底
的。“小时候，我们村里有个听障儿
童，特别叛逆，所以有了刻板印象。”
丁海燕告诉记者，直到在学校时有机会
接触更多的听障儿童，心里的声音才越

来越笃定，“我要成为他们的老师。”
1998年毕业后，丁海燕进入蚌埠

特教中心担任听障班班主任，这一干就
是24年。“给这些‘折翼天使’很多很
多的爱，让每一朵花儿都能绽放。”从
第一次踏上讲台起，这就成了丁海燕不
变的初心。

严重失听孩子的发音训练很难，一
句简单的“爸爸”“妈妈”，甚至要教上
几十甚至上百遍。“孩子们很努力，那
我们就慢下来等一等，给孩子们更多的
时间，静待花开。”丁海燕知道，对于
听障学生来说，仅凭一腔热情和爱心还
远远不够，她需要尽快探寻每个学生特
点，钻研教学方法，走进每个孩子的内
心世界。

虽然特殊教育不以成绩为衡量标
准，但学生能力的提升，是对特教老师
最严格的考核，而这项考核没有标准答
案。“因为孩子的背后包含着家长的努
力和希望，同时也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
福和未来。”丁海燕知道，每朵花开，
都需要她小心翼翼地呵护，需要她付出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9岁才开始上学的华华，不仅听不
到声音，而且伴有智力障碍。三年级的
时候，由于家庭变故，父亲打算让华华
退学。丁海燕得知后一次次与华华的父
亲沟通，并承诺一定会照顾好华华，教
会他生活自理。此后的6年里，丁海燕
对华华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教导。为了让
华华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一有时间，丁
海燕就会把华华带回家，亲自下厨给他
做些可口的饭菜。毕业那天，华华抱着

丁海燕久久不愿松手……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为了更好地了解每个学生，总是吃
住在学校的丁海燕越来越适应自己“特
教妈妈”的角色。从多疑敏感到彼此走
近，再到信赖与依赖，丁海燕笑着说，

“一起待的时间长了，有时候一个动
作，我就知道孩子们心里在想什么。”

有段时间，悠悠在学校总是无精打
采，丁海燕看在眼里，就利用课余时间
找悠悠谈心。原来悠悠的父母外出打工
只带了弟弟，而把自己留给爷爷奶奶照
顾。“一定是他们嫌弃我身有残疾，不
喜欢我。”久而久之，悠悠和父母之间
的误会越来越深。

“悠悠总是压抑自己的情感，才导
致她和父母之间这么深的误会。她需要
一个‘树洞’，倾听她的想法。”丁海燕
一次次温柔的倾听，慢慢让悠悠打开了
心扉。她告诉悠悠，父母其实很爱她，
经常打电话给老师询问她在学校情况。
在丁海燕的帮助下，悠悠的心结终于解
开，平时开朗自信了很多，学习成绩也
取得了很大进步。

亲子关系“协调员”的工作做多
了，丁海燕有了更多的“亲人”，家长
们总爱唤她一声“小妹”，把她当作家
人。“这些孩子的家长压力也很大，我
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丁海燕说，
特教老师不仅在教孩子，同时也在指导
家长，帮助他们经营和维护好亲子关
系，“这份工作真的很有意义。”

丁海燕所在的蚌埠特教中心实行九
年一贯制教学，这意味着每9年，她要
和一届朝夕相处的学生说再见。

“学生毕业时，好像从身上剜去一
块肉。”即使已经工作24年，丁海燕还
是很难接受毕业季的到来，总是很长一
段时间茶饭不思。孩子们也同样思念
她，一到寒暑假，第一件事就是到丁海
燕家聚会。每次相聚，丁海燕和丈夫都
会亲自下厨，为孩子们做上一大桌他们
爱吃的拿手菜。

每次相聚，好消息总会接踵而至。
这些年，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自食其
力，有的从事广告设计、软件开发等工
作，有的建立了工作室从事服务听障人
群的公益事业，丁海燕看着孩子们越来
越自信地畅谈自己的想法，不禁红了眼
眶，“发自内心地为这些孩子高兴。”

这些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很多
普通学校和教育机构纷纷向丁海燕递来
橄榄枝，但她都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有
些人觉得她放弃这样的机会“可惜”
了，但她总说：“孩子们离不开我，我
同样也离不开孩子们。这份特别的爱，
我想留给这些特别的孩子们。”

用爱守护用爱守护““折翼天使折翼天使””的海燕的海燕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丁海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帅郭帅

“爷爷您好，做核酸检测请您
这边排队，要间隔一米距离哦，健
康码要打开，我帮您……”在贵州
省兴仁市人民医院，志愿者陈珊熟
练地为前来做核酸的老人服务着。
作为兴仁圆梦爱心公益协会的一名
志愿者，陈珊工作外的时间被志愿
服务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

“从大学开始就成为了一名志
愿者。后来毕业后考上公务员，因
为工作原因，接触到很多困境儿
童、孤寡老人及残障人士，志愿服
务就一直没停过，觉得这件事特别
有意义。”从2008年至今，走在公
益路上10余年，陈珊多了很多难
以割舍的牵挂。她是困境儿童的

“知心姐姐”，孤寡老人心中的“贴
心闺女”，残障人士的“贴心朋
友”。

这些年，陈珊先后荣获“全国
最美志愿者”“贵州好人”等诸多
荣誉。“其实做的都是很小的事
情，但只要肯花时间经历，也许就
可以帮助一个尚在困境中的人甚至
一个家庭。”陈珊说，“自己的能力
非常有限，但哪怕能帮助一个人，
都是值得的。”

2015年，刚考上公务员的陈
珊来到兴仁市鲁础营回族乡报到。
作为一名基层扶贫干部，陈珊在工
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
人，“是种缘分吧，也更激发了我
想做公益的心，我想做他们生命中
的那抹‘暖阳’，带给他们一点温
暖。”陈珊坚定地说。

一次工作途中，陈珊注意到村
口一位衣衫褴褛的女子。“后来才
知道，这个人名叫李定花，是个患
有听障和智障的残疾人，丈夫已经
去世了，家里还有一个13岁的儿
子，一出生就寄养在外公家。”陈
珊说。

听到李定花的家庭情况，陈
珊一直惦记着，四处打听下，终
于找到了李定花家。“一进门，满
屋子的烟，当时锅里煮着土豆，
整个屋子被熏得黑漆漆的，床铺
也是乱糟糟。”陈珊心里不是滋
味，立即买来必要的生活用品，
帮李定花洗了澡，换上干净衣
服，又帮她做了大扫除。从那以
后，陈珊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抽
空去看看李定花。除了带去必需
的生活用品外，还会教她一些简
单的生活常识。

对于李定花的儿子健健，陈珊

更是把他视作了亲弟弟。健健外公
家距离兴仁市区30多公里，陈珊
只要有空就会一个人驱车前往，除
了为健健带去生活和学习用品外，
还成了健健的知心大姐姐，每次都
会坐下来耐心倾听健健的心里话。

中学时，健健来到兴仁市区上
学。新学期开学，陈珊带着早已为
健健准备好的衣物、学习用品等来
到学校，为他办理好所有入学手续
后方才离开。此后的每个节假日，
陈珊都会早早守在学校门口接他回
家。每次学校开家长会，陈珊总会
准时参加，老师和同学都以为陈珊
是健健的亲姐姐。

在陈珊的一路呵护下，健健越
来越活泼开朗。不知不觉，7年过
去，健健的个子早已超过陈珊，还
有一年他就要参加高考，这个被爱
滋养的男子汉心中早有了目标，

“考个好大学，将来也做姗姗姐姐
那样的好人。”

家住兴仁市鲁础营回族乡的
88岁老人王成先也是在扶贫工作
中认识的陈珊。“这闺女心眼好得
很，三天两头往我家里跑，不是送
吃的，就是送穿的，还忙里忙外地
帮我干活。可惜我眼睛不好，看不
清她长什么模样。”说起陈珊，王
成先逢人就为“闺女”竖起大拇
指。

王成先的老伴去世早，三个女
儿又远嫁，平日和40多岁的脑瘫
儿子相依为命。女儿们平时忙于生
计，难以对老人无微不至地照顾。
随着年龄增大，除了身体上的不
适，王成先的心里更感孤独，陈珊
总是利用工作之余到王成先家里，
为母子俩捎去必要的生活用品，陪
着老人拉拉家常，为老人做上一顿
可口的菜饭、打扫卫生……一来二
去，陈珊成了老人的依靠和惦念。

2020年,陈珊调到兴仁市司法
局工作。由于工作原因,陈珊不能
像之前那样总是去王成先家里了，
老人失落了好一阵，总是打电话问
她什么时候再来。

作为公务员，陈珊平时工作并
不轻松，为了参加公益服务活动，她
像海绵挤水一样挤出更多的时间。
这些年，她成了很多人眼中的亲人，
但提起自己的家人，陈珊深感愧
疚。“陪家人的时间很少，但他们都
很理解、很支持我。”陈珊坚定地说：

“我想一直做下去，将来还想影响更
多人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全国最美志愿者”陈珊：

做温暖他人的那抹“暖阳”
本报记者 郭帅

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近日再次向内蒙古
自治区捐赠两辆“母亲健康快
车”，承担接送孕产妇及危重病人
等多种形式的健康服务。

据介绍，2003年 7月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启动实施“母亲健康
快车”公益项目，为欠发达地区公
立医院捐赠“母亲健康快车”，开
展义诊咨询、健康宣教、医生培训

等多种形式的健康服务，进一步改
善边远地区就医条件，提高妇女儿
童的健康水平。

截至目前，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累计为内蒙古捐赠“母亲健康快车”
135辆，自治区妇联投放“草原母亲
健康快车”38辆，当地旗县依托“母亲
健康快车”开展义诊咨询和健康普查
逾234万人次，免费发放价值289万
余元的药品，培训14万余人。

“母亲健康快车”再赴内蒙古送关爱

丁海燕为学生辅导功课 受访者供图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有一座
老式的砖瓦房，破旧中却带着古朴与清
雅。门口的木牌上写着：白关书画院，目
前有80多个孩子在这里免费学习美术。

书画院的创办者罗立新，是一位职
业画师。2018年至今，他在株洲市各区
陆续开设了4个免费教学点，同时还在6
个乡村小学担任美术老师，每周义务到
各个学校上一次课，再加上书画院的课
程，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切源于2006年的一天。那天，
罗立新正在自己的画室里作画，突然听

到外面似乎有动静，抬头一看，只见窗台
上趴着几个小脑袋，正好奇地盯着他画
画。罗立新内心一颤，停下了手中的画
笔，思绪像电影闪回般回到了从前……

1979年，罗立新出生在白关镇一个
并不富裕的家庭。自记事起，他就对绘
画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但家里买不起画
纸颜料，更没有能力送他去专门的机构
学习，他便以树枝作画笔，以地面为画
板，一有空就天马行空地到处涂鸦。

大概十一二岁的时候，罗立新听说
镇上开了一家美术培训班，好奇地跑过

去，躲在窗户外偷偷听老师上课。没想
到，正在他聚精会神之际，被培训班的老
板发现，没有再让他继续听课。

17岁那年，罗立新只身来到株洲市
区，当了一名建筑工人。但他对绘画的
热爱没有丝毫减少，无论白天的工作多
苦多累，晚上回到住处都要画上一阵，每
天如此，从无懈怠。

4年后，罗立新到一家酒店做洗碗
工，空闲时画了一只猴子，挂在酒店的洗
手间墙上作装饰。一天，时任株洲市美
术家协会主席的周伟钊恰好看到了这幅
风格奇特的画，询问之下找到罗立新，当
即提出免费教他绘画。

此后，罗立新跟着周伟钊进行了系
统的学习，朝着自己的梦想大步前进。
后来，他又陆续得到多位老师的帮助，经
过刻苦训练，终于成了一位职业画师。

时光飞逝，但记忆无法泯灭。罗立
新看着趴在他画室窗台的孩子扪心自问
——“那模样，不就是小时候的自己吗？”

他随即把这些孩子叫进画室，提出
教他们画画。“我不想他们和我当年一样
被人拒绝。”他说，自己能一步步走到今
天，不正是因为遇上了好老师吗？如今，
自己也可以成为那样的老师，去改变别
人的命运。

2006年7月，罗立新在天元区租了
一间房子，开办了第一个公益美术培训
班，利用周末免费教留守儿童画画，平时
还定期到一些条件相对落后的学校义务
上美术课。他暗自发誓：“无论如何，都

要把这件事坚持做下去。”
这些年，孩子们的信任和成绩也成

了罗立新最大的动力。小帆在培训班学
了4年，上中学后，经常利用假期带同学
和家长来培训班做志愿服务，并为孩子
们募集书籍和衣物。如今包括小帆在内
的很多孩子已经考上心仪大学的美术专
业。

为了为家乡的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学
习机会，2015年 3月，罗立新将自家的
老房子改造成书画院，免费招收有志于
学习美术但家庭困难的孩子。从装修到
购买学习用具，罗立新一共花了20多万
元，为了节省成本，一事一物都是他亲力
亲为。

孩子们在知道罗立新的“宏伟工程”
后，成群结队前来帮忙，搬砖的搬砖，推
车的推车……

书画院建成后，农民家庭出来的罗
立新，除了教孩子们绘画、剪纸与书法
外，还会带他们一起到乡间体验劳动的
辛劳与快乐。

在书画院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活
动是每年一期的公益夏令营。“每期招收
约100名留守儿童，分三批，分别进行为
期7天的营地活动。”罗立新介绍说，夏
令营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罗立新又为
此花费了20多万元。

“现在每年都有多家公益组织参与夏
令营。”罗立新高兴地说，他教过的学生们
也时常会带着家长和同学回来帮忙。

罗立新的义务教学得到了越来越多
人的认可，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同伴，他笑
着说：“虽然物质上不富裕，但我觉得自
己的精神世界还是非常富有的。”

从2006至今，罗立新累计免费教授
了8000多个孩子学画画。如今，义务教
学早已成为罗立新的生活方式，“一旦开
始，就停不下来了。”他说：“这是我要干
一辈子的事业。”

（袁霖）

“这是我要干一辈子的事”

本报讯（记者 张原 李宁馨）
由天津市关工委会同天津市华夏器
官移植救助基金会、天津市第一中
心医院和天津市眼科医院等单位共
同实施的“天津市青少年器官移植
公益资助项目”日前举行签字仪式，
标志着该公益项目正式启动。

据了解，该公益项目由天津市
华夏器官移植救助基金会出资，项
目资助额计划每年1000万元，暂定
2年，主要针对天津市需要进行器
官移植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青少年
患者，实施医保统筹支付外的适当
资助。

天津启动青少年器官移植公益资助项目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锦天
城高领公益基金日前在厦门大学
法学院捐资设立“锦天城高领助
学金”和“锦天城高领实践奖学
金”，并举办捐赠签约仪式。

锦天城高领公益基金由上海锦
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高领律师
团队在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设
立，主要用于资助公益慈善、教育
事业项目，以及法律倡导、支持法
学大学生的成长等。“在回报社
会、传播善的种子时，我们主要聚
焦于法学领域，希望为中国的法治

教育贡献一份力量。”民革党员、
锦天城高领公益基金管委会负责人
林富志表示。

“锦天城高领助学金”“锦天
城高领实践奖学金”设置后，既
为在校困难法学生圆梦助力，也
推动社会机构为法学生提供更多
实践机会，并支持法学生到边远
山区进行法治传播实践，培养德
才兼备、理论与实践并重的青年
法治人才。下一步该基金还将到
其他高校法学专业开展捐赠与
合作。

锦天城高领助奖学金在厦大设立

罗立新和孩子们罗立新和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