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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中的成长让人欣喜”

无障碍环境建设、精准就业、残
健融合……元旦小长假过后，北京市
政协常委、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刘岩又
进入了忙碌紧张的工作节奏。“北京
市‘两会’在即，要抓紧时间把调研
内容提炼总结，把高质量的提案带上
会。”

今年，刘岩迎来了政协履职的第
12年。残疾人、公益事业及教育问
题，是刘岩履职期间一直关注的话
题。“从最初懵懵懂懂，跟着老委员
学习写提案，到自己的提案被落实，
关注的问题逐年改善，这个过程特别
让人欣喜。”刘岩告诉记者，“一方面
越来越从容，另一方面也越来越觉得
自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做一名
优秀的政协委员不是件容易的事。”

除了心系民生的政协“老兵”，
刘岩更被人熟知的另一个身份，是青
年舞蹈家。在舞蹈界，因为一流的

“控腿”技术，很多人曾称呼她为
“刘一腿”。但2008年7月27日奥运
会的一次彩排中，她意外从高台跌
落，这次意外带走了属于她的奥运舞
台，也让她一度失去了梦想的支柱。

“对于一个舞蹈演员来说，不能
再驾驭自己的双腿，感觉天一下子塌
了。”刘岩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
来，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不断积蓄
能量，“舞蹈对我来说就像流淌在身
体中的血液，即使不能行走，但我仍
想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舞蹈。”

“刚受伤那段时间，除了身体上
的疼痛，生活也有了太多不便，原来
完全不在意的一件小事甚至都成了摆
在眼前的‘一座大山’，长久以来通
过舞蹈得到的自信突然感觉一下崩塌
了。”刘岩至今仍记得在人生最迷茫
的那段时间，导师冯双白对她说过的
一句话：“刘岩，你要相信‘相信的
力量’。”

2010年，刘岩考取中国艺术研
究院舞蹈学专业的博士，这成了她受
伤后人生的转折点，“自信在慢慢回
来。”也是在那年，在中国文学艺术
基金会的支持下，刘岩发起成立了

“刘岩文艺专项基金”，开始资助孤残
儿童学习舞蹈艺术。

博士毕业后，她成为北京舞蹈学
院的教师，将舞台延伸到了公益事业
及讲台上。

在深夜为更多人点亮一盏灯

2009年11月6日，北京保利剧院。
大幕拉开，音乐缓缓响起。黑暗

的舞台上，一束耀眼的灯光打下，一
袭红裙女子在舞台中央闪闪发光。只
见她用纤细的双手捂住耳朵，身体缓
缓地后仰、后仰，似在诉说内心的波
涛汹涌……演出结束，台下的掌声经
久不息。

这是刘岩受伤后重返舞台完成的
第一支舞蹈——《最深的夜，最亮的
灯》。

这支舞，舞出了她身处黑暗的无

助与挣扎，“受伤后，我得到了很多
朋友的帮助，终于追寻到了心中那盏
最亮的灯。”刘岩说，“那时候我就
想，能不能为更多身处深夜的人点亮
一盏灯。”

2010 年开始从事公益事业后，
每个被资助孩子的情况，刘岩都如数
家珍。其中，一位名叫小杰（化名）
的孩子让她记忆犹新。

“遇到小杰时，他刚11岁，瘦瘦
小小的。那时我们的基金也刚成立不
久，他成了我们第一批资助的孩子之
一。”刘岩告诉记者，小杰自幼失
聪，但他对舞蹈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天
分和喜爱。“看得出，他渴望表达，
却又不知如何表达。我想，舞蹈是特
别好的方式。”

和小杰的相遇激发了刘岩的创作
欲望，她想为小杰打造一支属于他自
己的舞蹈。不久后，舞蹈《对他说》
诞生。“这是一支双人舞，小杰的搭
档是一位健全的青年舞者，我也想借
此体现残健共融的美好。”

“小杰的第一次登台表演，就登
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刘岩说，
在日常生活中，小杰需要借助人工耳
蜗，但那天的表演服是个白背心，

“为了更好的演出效果，小杰决定摘
掉耳蜗，和搭档约定以跺脚为暗号。”

就这样，没有任何听力的小杰
上了台。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他踩
准了每一拍，和专业舞者配合默契。

“当时很多观众都没看出，小杰是一
位有听力障碍的非专业舞者。这是他
千百次练习的成果，我们都被他对舞
蹈的热情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刘
岩说。

为特殊儿童编舞给孩子们带来了
快乐与活力的同时，也让刘岩自己的
舞台不断延伸。

从那以后，刘岩又多了一个身
份：舞蹈导演。此后，她又创作了中
国首部公益题材时尚轻舞剧《26分
贝》和中国首部公益题材现代童话舞

剧《天使的微笑》。
“灵感都来源于这些特殊的孩子

们，我希望表现出他们那种积极向上
的生活态度，这些年来，我和孩子们
相互滋养、相互治愈，他们需要我，
我也离不开他们。”刘岩动情地说，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专业的舞
者，而是希望通过艺术、通过舞蹈，
让孩子们获得快乐与滋养。这十多年
来，我们看到了很多孩子因为艺术学
习而变得更加自信、开朗。”

“我们在公益路上彼此治愈”

除了为更多孤残儿童开启艺术梦
想的“大门”，采访中刘岩提到最多
的，就是舞蹈带来的治愈力量。

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14岁
的卓玛（化名）时，这个孩子无助的
眼神。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夺
走了卓玛原本幸福的家庭，让她成了
一个孤儿。刘岩第一时间把卓玛接到
北京学习，她坚信，舞蹈可以让这个
遭遇重创的孩子得到些许慰藉，“我
能感觉到，随音乐起舞时，卓玛总是
能更加放松。”

不知不觉中，卓玛被舞蹈慢慢治
愈着，笑容也重新在她脸上绽放。
10余年过去，卓玛早已回到家乡结
婚生子，虽未从事与舞蹈相关的行
业，但被舞蹈疗愈过的痕迹却流淌在
她的血液里，一直润物无声地滋养着
她的人生。

“舞蹈的力量可以服务很多人，
也能够疗愈很多人。”刘岩相信，舞
蹈能够让彼此的心贴得更近，帮助更
多人表达自我。在一个针对孤独症孩
子的舞蹈项目中，她和团队惊喜地发
现，舞蹈让孩子们找到了与世界交流
的方式。

刘岩向记者讲述了第一次接触
孤独症孩子时的情景。“我们刚进教
室，整个班的孩子就哭作一团，有
个孩子甚至哭到牙齿都在打战。”但

刘岩早有心理准备，她和老师们在旁
随着音乐起舞。这吸引了孩子们的注
意力，“虽然他们脸上还挂着泪珠，但
一些孩子开始模仿我们的动作。”

此后，刘岩和团队花了近半年的时
间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了一套课程。
孩子们从用哭声作“见面礼”，到期待
每次的舞蹈课；从拒绝与陌生人沟通，
到第一次主动提出想拥抱舞蹈老师……
孩子们的变化，让康复中心的老师们感
到惊讶，也让他们的父母看到了希望。

2023年，刘岩又把公益活动的对
象拓展到老年人群体。“我们接触中发
现，老年人群体也有着属于这一年龄段
的压力与焦虑。”于是，刘岩和团队走
进养老院，启动了“舞蹈陪伴”长者舞
蹈艺术疗愈项目，希望通过简单的舞蹈
动作，为老年人强身健体的同时舒缓压
力。“叔叔阿姨跳舞时非常开心，他们
的那种活力让我特别惊喜。”刘岩笑
着说。

为了记录公益路上这些动人的瞬
间，也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关爱孤残儿
童、老年人，从2011年至今，刘岩带
领团队已举办了九届“天使的微笑”儿
童公益摄影展，并向公众免费开放。

“通过舞蹈，越来越多人在其中
获得了快乐与滋养。我们也希望借由
摄影展的方式，将其中的美好瞬间展
现给更多人。相信大家看到这些通过
舞蹈艺术获得疗愈的孩子和长者们
时，也一定会从中获得我们所感受到
的这种美好。”

2023年，刘岩的专项基金正式成
立了管理委员会，她希望通过健全组织
架构以促进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年来，公益带给我太多的力
量，像舞蹈一样，我很热爱这份事业。
在予人帮助的同时，我同样被治愈和滋
养着。”刘岩说，“未来希望我们的公益
服务能够覆盖更多的人群，让更多人感
受到艺术的温暖和力量。像过去10余
年一样，我们会继续踏踏实实、一步一
个脚印地做下去。”

为梦起舞为梦起舞 让爱延伸让爱延伸
——访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刘岩

本报记者 郭 帅

本报讯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
明区政协近日携手中国狮子联会开
展“两节”爱心助学活动。活动
中，阳明区政协委员们走访了照庆
小学、磨刀石镇中学、阳明小学等
9所学校，为全区110名困境学生
送去了学习用品和节日慰问物资。

活动现场，委员们详细了解孩
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并鼓励他

们珍惜宝贵的童年时光，以只争朝夕
的精神，发愤图强，努力学习，将来
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委员们纷纷表
示，会继续关注孩子们的实际困难，
照亮他们的梦想之路，同时也希望有
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关爱学生成长
的队伍中来，共同为学生的成长贡献
力量。

（付欣博 韩雪飞）

牡丹江：委员爱心助学暖童心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彩排时的一场意外，让刘岩从此与轮椅为伴，但她没有就此“停止脚步”。从丝路舞者到北京舞蹈学

院教授、“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刘岩文艺专项基金”发起人，再到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舞台在不断转换，但她的初心从未改

变。十余年来，刘岩带领团队帮助上千名听障、孤独症等特殊孩子走进艺术世界，陪伴和见证着他们的成长；在北京市“两会”上，她

不断围绕残疾人及美育问题建言献策。她说：“我会一如既往脚踏实地，履职尽责，将舞蹈带给我的向上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用美工刀在矿泉水瓶子上划出两
个圆洞，在洞中插入两个勺子，再装
满鸟食……近日，吉林省吉林市蛟河
市天北镇九年制学校一节生物课上，
李荣富正带领学生们制作一个简易的
喂鸟“神器”。

“今年冬天格外冷，同学们观察
到，有些小鸟难以觅食，奄奄一息，
我就马上想到教同学们制作这种喂鸟

‘神器’。”带领同学们保护生态环境
这件事，李荣富已经坚持了20年。

2003年冬天，李荣富的家人在
野外救了一只受伤的“大鸟”，直到
吉林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专家来接走

“大鸟”，李荣富才知道它叫东方白
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当时全
国仅剩不到900只。”

“第二天上课，我把这件事讲给
孩子们听，我发现他们听得特别认
真。”这件事让李荣富意识到，孩子
们对生态保护很感兴趣，应该给他们

提供更多接触大自然的机会。那之
后，李荣富便在学校成立了“爱鸟护
鸟宣传大队”，带领孩子们开展野生
动植物保护和宣传公益活动，通过孩
子，很多家长也纷纷加入进来。于
是，“宣传大队”又细分为亲情故事
收集组、河流看护观察组、捡拾秋粮
组、帮助鸟儿越冬组等 12 个特色
小组。

“课余时间，孩子们积极性都很
高，会带着家长们参加我们的野生动
物保护宣传公益活动。”这些年，李
荣富和孩子们已经走过了200余个社
区、乡村。“我们救护过东方白鹳、
金雕、白鹭、鸳鸯、天鹅等野生动物
200余种，还曾经保护了吉林省最大
的苍鹭群。”李荣富骄傲地说，“当初
没想到小小的我们也能有这么大的能
量。我们还发现，捕鸟网等禁用猎捕
工具在‘宣传大队’成立不久后就在
镇上没了踪迹，学生和家长保护生态

的意识也越来越强。”
除了“宣传大队”，李荣富还向

学校提出申请，在校园里建了一个小
型“植物园”。“我小时候最喜欢上山
玩，花花草草，虫啊鸟啊都特别感兴
趣。”李荣富知道，虽然时代变了，
但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兴趣一定是相通
的。“我是教生物的，与其按照书上
的图片教，不如让孩子们亲手摸一摸
形态各异的植物。孩子们对学习的兴
趣培养，也会有益于他们其他学科的
学习。”李荣富说。

在小型“植物园”内，李荣富和
学生们一起，把他能找到的所有植物
种子种了个遍，生物课常常就安排在
园中。后来，学校改建，小园子没
了，“孩子们挺失落的，我当时就在
心里默默发誓，要给孩子们建造一个
更大的‘百草园’。”李荣富说。

2016 年，李荣富和家里人商
量，自掏腰包建了一个占地260公顷

的植物园。不仅实现了他当初对孩子们
的承诺，植物园还免费对外开放，让更
多的人可以亲近自然。每逢节假日，李
荣富都会在园里开办免费的生物课。

工作之余，李荣富每天都会到他的
“百草园”里忙活忙活，“夏天来这里的
孩子最多，看着花花草草、蜻蜓蝴蝶，
晚上还有萤火虫，他们充满了好奇心，
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心里也很高
兴，这就是我建造这个‘百草园’的目
的所在。”如今，已有 1.3 万余人到

“百草园”参观学习。
这两年，李荣富还通过中国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为植物园争取到价值6万元
的生态图书，每个孩子都梦想的“百草
园”和“生态书屋”，被李荣富“照进
了现实”。在这里边读书边实践，成了
孩子能想到的最好的学习方式。

“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特殊
贡献奖”“全国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

“中国好人”“吉林好人”，带领孩子们
“与绿同行”的20年来，李荣富收获了
很多殊荣。他说，他还有一个梦想，

“将来想把这片园子建成一个野生动物
乐园和小小的物种基因库。当然，最重
要的是，要让更多的孩子在这里体会到
亲近自然的乐趣和保护生态的重要。”

在李荣富看来，在孩子们的心里播
下绿色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将来等
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一定能够成为保护
生态环境的主力军。

从“百草园”到“生态书屋”
——一位乡村生物教师“与绿同行”的公益之旅

本报记者 郭帅

冬日的江苏南京，冰雪消弭，雪
后初霁，位于南京湖熟街道的“君子
残疾人之家”格外热闹。来自南京交
通学院的志愿者们把在当月过生日
的孩子们簇拥在中间，为他们戴上
生日帽，一起合唱生日快乐歌。“又
要吃蛋糕啦！”每次集体生日会，这
总是孩子们最期待的环节。

“君子残疾人之家”创建于
2013年，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均患
有不同程度的脑瘫、孤独症等心智
及肢体残疾，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
他们温暖的“家”。

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名叫肇恒
君，是一名先天性四肢瘫痪患者。这
些年，他带着更多的残疾孩子自强
自立，一起用坚强的意志让残缺的
身体“站”了起来。

“君子当自强不息”是肇恒君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和孩子
们的“家”名字的由来。坐在轮椅上
的他先后为几百名残疾孩子提供托
养、康复、文化教育及辅助性就业等
服务，并陆续收养了19名残疾儿童。

肇恒君出生在辽宁抚顺的一个
偏远村庄，先天残疾让他的童年自
卑且敏感。但命运关上一扇门的同
时，也为他打开了一扇窗。天生的好
嗓音让他爱上了唱歌，“是音乐治愈
了我，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就能忘
记一切烦恼。”

一次机缘巧合，肇恒君来到北
京参加一档电台节目，从此他的人
生也迎来了转机。那次节目让越来
越多的人知道了他的故事。2005
年，他作为国内首位“轮椅歌手”开
启了自己的全国巡演之旅，“辗转全
国很多城市，举办了200多场公益
演唱会及励志报告会。”

“一次在南京的演出结束后，一
名特教老师找到了我。”那天，这位教
师向肇恒君倾诉着自己的心事。“这
位老师告诉我，当时特教学校里有些
孩子因为年纪大，机构不愿意接收。
他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这些孩子
能有个去处。”这位特教老师的一番
话深深感触了肇恒君，“我知道残疾
人每个成长阶段的不易，那个时候就
有了要给这群孩子一个家的想法。”

2016年，在南京市江宁区残联
的关心帮助下，肇恒君将几年来演

出的大部分收入都拿了出来，在湖熟
街道创办了“君子残疾人之家”。从此，
他成了孩子们口中的“老师”“爸爸”。

在这个“家”中，孩子们每天都很充
实：早上是文化课，念古诗、学作画等；
下午，老师会结合孩子们的身体情况，
安排制作工艺品、进行康复训练等。

“君子残疾人之家”手工坊的架子
上摆满了孩子们制作的相框、塑料插
花、手串等工艺品，“让这些特殊孩子
学得一技之长，能够平等地融入社会，
自食其力，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也是
我终生都要为之不断努力的事情。”肇
恒君说。

一转眼7年过去了，肇恒君仍旧
在倾尽全部心力打造着梦想中的温暖
家园，“已经有不少孩子从这里走向社
会，并且能够自食其力了。”

近年来，“君子残疾人之家”被江
苏省人民政府评为省级“残疾人之
家”，被南京市残联授予四星级残疾人
之家荣誉称号，南京市残工委将其评
为“优秀残疾人之家”。肇恒君也先后
荣获“江苏慈善奖”、南京市“慈善之
星”突出贡献个人奖、江宁区“十佳自
强模范”等荣誉。

定期为老人、残疾人、贫困家庭捐
资，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送教上门等
服务；每年组织志愿活动260余次，参
与服务志愿者480人次以上；迄今已为
256名残障人士提供托养服务……“君
子残疾人之家”成立至今，肇恒君不仅
给越来越多的孩子打造一个温暖的家，
他还努力用残缺的身体，带着大家一
起，为身边更多的残疾朋友送去关爱。

这些年，残疾人之家里的孩子越
来越多，人手又不够，为家园建设四处

“奔走”的肇恒君如今总是感觉肩上沉
甸甸的责任。

“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更多的是收
获和感动。”肇恒君说，从家乡来到北
京再走向全国，帮助过他的人数不胜
数。曾经，他用歌声为自己的轮椅插上
了一双翅膀；现在，他想把这双翅膀传
递下去，鼓励和帮助那些困境中的孩
子们，让他们生出梦想之翼。“我想告
诉孩子们，我能做到的，他们也一定可
以。为了孩子们的未来，我会一直坚持
做下去。将来无论孩子们‘飞’去多远
的地方，他们的家一直都在这里。”

（王志平）

轮椅上的他，给特殊儿童一个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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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近日正式宣布开通震后救灾捐赠物资免费寄递绿色通道，支
援甘肃青海地震灾区抢险救灾。图为爱心机构和人士把食品、棉衣、消毒
用品等物资，通过中国邮政北京市昌平区分公司政府街支局邮寄到灾区人
民手中。 贾宁 向凌潇 摄影报道

中国邮政开通救灾捐赠物资免费寄递通道中国邮政开通救灾捐赠物资免费寄递通道

本报讯 1月 3日，北京市健
翔学校2024新年音乐会在国家图
书馆音乐厅举行。

北京市健翔学校是海淀区一所
招收听力障碍、智力障碍、孤独
症、多重障碍等学生的十五年制特
殊教育学校。此次演出除了老师和
特邀演员外，均为健翔学校的学
生。整场演出围绕“以乐之名，相
约成长”的主题，合唱、独奏、舞
蹈等节目精彩纷呈。

音乐会在管乐团表演班演奏的
《勇往直前》中正式拉开序幕。孩
子们用乐器向与会来宾诠释着自强
不息的精神风貌，让与会嘉宾感受

到了独属于他们的浪漫与温暖。合
唱、舞蹈、乐器演奏等多种形式的节
目轮番上演，展现了孩子们内心深处
的热爱与美好。

相关专家表示，特殊孩子实现梦
想，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帮助，
希望通过此次特教学校孩子们的演
出，能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关注到这个
群体，共同点亮全国2000余所特教
学校师生们的理想之灯，同时给予特
殊儿童家长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健翔学校的师生以及学生家长
（监护人）、特殊教育专家、文化科研
机构的代表共计600余人观看和聆听
了此次音乐会。 （刘全礼）

北京市健翔学校举行新年美育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