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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关系着城市发展的形象，关
系着群众生活的质量，关系着千家万户。
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不仅是一场美丽
乡村建设的持久战，更是一次精神领域破
旧立新的思想变革。4 月 25 日，同仁县

“第30个爱国卫生月”暨“控烟行动”活
动在热贡广场举行。

上午 10 点，活动正式开始。环卫工
人、青年志愿者和个体工商户代表就此次
活动作了表态发言。由公安干警、学生代
表、环卫工人和群众代表等组成的方队在
主席台下整齐排列，全体人员进行了“关
注小环境 共享大健康”“熄灭香烟 点燃文
明”签名活动。州医院等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成员单位在广场周围摆放好了展板和
宣传材料，现场为群众进行义诊。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费用由政
府承担，是一项惠及广大群众的惠民工程
……”在同仁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展台
前，工作人员一边麻利地为群众测量血压，一边向
他们讲解孕前检查常识，并发放避孕药具等用品。

有23年烟龄的才让三智家住年都乎村。他告
诉记者，看了控烟禁烟倡议书，感触很深，保护环
境就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自从禁烟活动开始
后，他的好多亲戚朋友都已戒烟成功。而他的烟量
从一天一包半减少到几天一包，目前正在戒烟中。

同仁县卫计局局长张永华表示，作为基层卫生

单位，要借此次活动契机，大力宣传环境保护和全
民控烟禁烟活动的重要性，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
式，打造一个清新、健康、文明的工作和生活
环境。

连续13年从事环卫工作的孙小红说，州内环
境相较于前几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去年同仁县清
尘环保公司成立，环卫工人的工作强度减小了，环
境卫生质量提上去了，再加上全民禁烟活动的逐步
开展，街上的烟头都少了很多。

同仁县隆务镇卫生院的马德利告诉记者，作为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单位，该院的“烟民”已
逐步开始戒烟，有一部分人已戒烟成功。就连来医
院看病的群众很少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这得益于
国家禁烟活动的持续开展。我们要积极投身到爱国
卫生、控烟行动中来，争当健康文明的宣传者、争
当环境治理的实践者，争当城市形象的维护者。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需你我共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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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黄南州特殊教育学校，有
一种看到孩子迅速成长的欣喜。记
得建校初期记者到学校，很多设施
都相当简陋，如今，州政府三年来
解决36万元的维修资金，使校容校
貌焕然一新，州教育局解决 300万
元资金，修建食堂及康复楼已竣
工，省教育厅下拨的中央特殊教育
补助资金330万元，180万元用于教
学和生活设施，150万元的康复设施
已投入使用。

他，在播种春天的爱
走进教学大楼，楼道里都安装

了软包装及扶手，楼梯做了防滑处
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孩子
们在学校里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何
校长一边介绍，一边带领记者参观
每一间教室和孩子们的宿舍。

在孩子们的宿舍里，一进门就
看到墙上挂着的多功能自动特教警
示屏，“一旦发生危险，值班老师摁
开开关，孩子们就可以尽快离开
……”随着何校长轻轻摁开开关，
警报声响起，孩子们的床开始震
动。这些专业设备背后有多少倾情
关爱不言而喻。

一位校长就是一所学校的象
征，更是一所学校的精神支柱。说
到特殊教育，何校长希望，从特校
毕业的孩子能自主自立自尊，他们
不再是家庭的累赘，不再是社会的
负担。目前，学校康复楼已竣工，8
个功能室的器材已配备齐全。学校
以“培养好教育好康复好一个残疾
儿童等于解救了一个家庭”为办学
宗旨，以“挖掘潜能，补偿缺陷，
适应生活”为办学目标，为他们将
走向社会，自食其力，自谋出路打
下良好的基础。

办校初期，面临很多问题和困
难，何校长都是亲力亲为去面对、
去解决。他把精力放在学校里，对
家庭的照顾和关爱自然就少了，两
个孩子很不满，“你把学校当成家，
把那些特殊儿童当成自己的孩子，
等你老了以后，那些学生会照顾你

吗？”一些人不理解何校长的行为，
甚至有亲朋好友冷嘲热讽。而最让
他受不了的是，去参加一些活动，
有人将特校与招特警或特殊技能的
学校混为一谈。

学校积极呼吁社会各界了解、
关心、支持特殊教育和残疾学生，
每年“全国助残日”，在热贡广场举
办公益汇演，同时义卖了学生的手
工作品，充分利用“全国助残日”
集中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争取
民政、红十字会、残联、企业等单
位资金或物资支持，受到了广大群
众的好评和认可。

特殊儿童同样是祖国的花朵，
让他们和健康的同龄孩子一样，被
理解、尊重、关心、帮助，让这些
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这背后有多少
不为人知的艰难与付出？何校长没
有多说，但是，望着孩子们一张张
纯真的笑脸，记者心中油然而生一
种敬佩之情。

如今，州政府、州教育局对该
校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社会群
体对该校也高度关注，并关心支持
特殊教育事业。

她们，让温暖从这里开始
“同学们，地上有一块钱，那我

们看到了应该怎么办呀？来看看这
几位同学的表演，说说谁做的对，
谁做的不对？”这是全校师生大周活
动，上课的是耿鲁老师。几组孩子
分别表演了将一元钱交给老师、独
吞、买零食等几种表现，耿鲁老师
通过让孩子们表演课本剧，告诉他
们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课堂气氛
非常活跃，孩子们看得认真回答得
积极……

这里的孩子，也许听不见美妙
的声音，也许说不出内心的想法，
也许行为比同龄的孩子笨拙，但他
们有着最纯真的笑容，最纯粹的心
灵。他们在校园里快乐地成长，在
课堂上愉悦地学习，以他们充沛的
活力和励志的精神迎接每一个崭新
的日子。而给他们关爱和温暖的，

是特校里的全体教职工。
这所年轻的学校成立于2014年

10月，办学初招收黄南籍特殊学生
24 人，到 2017 年在册学生 75 名，
其中在校学生 58 名，送教上门 17
名；全体教职工 24名，其中校长1
名，教师9名，生活教师6名，后勤
人员8名。

这里的学生年龄为 7 至 18 岁，
残疾类型包括智力障碍、听力障
碍、言语障碍、脑瘫，小儿麻痹症
等特殊儿童。在这里，老师与学生
的关系更像亲人，老师们看这些孩
子的眼神都充满了母爱的光辉！

在这里，有一种爱叫不离不
弃，有一种精神叫送教上门。送教
上门也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为
路途遥远、残疾程度重而无法上学
的学生送温暖、送教育、送康复，
送信息等。泽库县11名学生，同仁
县6名学生接受该校专业教师对他们
的文化康复教育。

确藏卓玛老师告诉记者，特殊
教育有助于减轻家庭和社会的沉重
负担，能开发他们的潜能，补偿他
们的缺陷，能让他们和普通儿童一
样掌握知识，学到生存的技能，比
如舞蹈、盲人按摩、手工制作、餐
饮服务等职业技能，成为自食其力
的劳动者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而他们，让希望从这里升起
黄南州各方面发展比较滞后，

而特殊儿童家庭都比较贫困，家长
思想观念落后，有些家长不承认孩
子是残疾，不愿把孩子送到特殊教
育学校就读；有的家长对学生疾病
不进行正规治疗，从而影响特殊儿
童接受教育和康复的机会；还有的
家长会因为孩子残疾，就放弃孩
子，完全当废人看待……让每一个
特殊儿童接受合适的教育，特校教
职工没少下功夫。

14岁的扎西多重残疾，他78岁
高龄的姥爷告诉记者，孩子从出生
一直到送到学校前，经常犯癫痫
病，一犯病孩子就断气。由于家里

很困难，孩子妈妈去打工，当时以
为孩子只有癫痫病、说话晚，也跑
西宁一些医院给孩子看病，均未改
善。直到孩子七八岁被送到特校，
孩子的自理能力大大提升，现在的
扎西会自己穿衣、洗脸，会默写30
个藏文字母……说这些话的时候，
扎西依偎在老人身边，目光纯净。

13岁的尼玛一出生，大夫就告
诉他的家人是个脑瘫儿，而真正的
不幸不仅仅是他的疾病，小尼玛的
妈妈因为生他时大出血过世，而他
的爸爸丢下他后便一去不复返。这
13年里，爸爸再也没有来看过他一
眼。如今，小尼玛和63岁的姥爷一
起生活，爷孙俩的生活清苦但又充
满希望。被送到特校里，之前还得
扶着走路的小尼玛很快可以自己走
路，姥爷自豪地说，小尼玛在家里
偶尔还能跑到附近商店里买东西。

特校，教职工，家长，他们让
希望在这里渐渐升起！来自各方面
的力量也在积极努力。

目前，学校康复楼已竣工，8个
功能室的器材已配备齐全，如果学
校解决专任康复教师的问题，很多
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康复与发展；
经过三年的努力，学生掌握了一定
的文化知识，智障学生有了一定的
生活自理能力，学习能力也明显好
转，聋哑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明显
上升；学校结合实际科学管理，训
练孩子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收效显
著；聘请唐卡大师为该校具有绘画
能力的学生教唐卡；学校开设手工
制作与舞蹈两门专业课，以后逐步
开设酒店服务、餐厅服务培训等课
程……

崇高的事业，无悔的人生，他
们坚信迟开的花儿更美，折翼的天
使一样能够飞翔！他们用爱和坚
守，让这些孩子掌握一技之长，成
为一株株不屈不挠的向日葵，面朝
蓝天，心向太阳，照亮自己，也温
暖他人。

（注：文中两位特殊儿童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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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为群众义诊。

为健康，我签名，我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