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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精彩

6 月 8 日，宁化县特殊教育学校 28
名教师分为6个小组，前往各乡镇27名
重残学生家中送教，为他们提供“一对
一”的定制化教学服务。

教师：从送课程到送真情

27名学生27个课堂。根据学生残障
情况和发展特点，送教老师制定个性化
教学方案，课程包括康复训练、生活适
应、心理教育等方面，并不断优化调整。

安远镇张坊村距宁化县城约 60 公
里，是一个极偏远的小山村。伍凌老师
在这条路上整整走了四年，行程近万公
里。脑瘫男孩小王今年16岁，是伍凌上
门服务的对象。受先天性疾病影响，小
王不具备入校就读的能力，常年留守在
家里。伍老师上门送教，是小王最期待
的开心事。

每到周末，小王一大早就坐在家门
口张望。远远地看见伍凌老师带着教具
赶来，小王总会踉踉跄跄地走上前迎
接，一把抱住老师。“小王，咱们先做
个小游戏，好不好？”伍凌老师牵着小
王的手在室外进行康复训练，小王既开
心又激动。识字、算数、看图说话……
每次上课，小王学得特别认真。课后，

伍凌老师还会留下来跟家长交流送教心
得，向家长传授护理方面的基本知识。

四年来，伍凌老师十分关心小王的
生活，经常掏钱为他购买生活用品，逢
年过节还会送上礼物。伍老师的关爱，
让小王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对生活变
得越来越自信。

送教之路并不轻松。坐车进村，走
村道、过田野，不管刮风下雨，伍凌老
师每月送教至少两次，每次一小时以
上。“以前没有统一乘车，我经常搭同
路老师的摩托车去，有时还自己骑自行
车。”伍凌老师说。

由于心疼妻子，丈夫邓绍海开始骑
摩托车载伍凌去送教，没想到，几回送
教下来，丈夫也被打动，便经常载着妻
子去送教，有时还带着儿子一起去。有
一次，行到半路突遇大雨，山路难行，
车轮打滑，夫妻俩硬是推着摩托车，走
到送教学生家中，令学生一家备受感动。

学生：从厌学到主动学习

宁化县特殊教育学校创办于 1998
年，是一所以招收智障少年儿童为主的
九年一贯寄宿制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111名，其中送教对象27名。

党员教师廖秋香有着26年的特教经
验，也有着14年的送教经历。家住安远
镇马家村的19岁男孩小张，是廖秋香老
师的送教对象。小张2岁时，被确诊为
智障、言语等多重残疾，同时患有多动
症。小张曾在特校待了两年时间，因病
情严重，不得不休学回家。本以为从此
跟学习无缘，没想到老师会送教上门，
廖秋香一送就是五年。

虽然小张长得人高马大，但思想还
跟小学生一样幼稚。“想出去玩了是不
是，那我们先坐下来，吃颗棒棒糖，再
学算数，好不好？”看着多动的小张，
廖秋香放下手中的教具，掏出一颗棒棒
糖递给小张，柔声细语地说。看到老师
和蔼的笑脸，小张乖乖地进屋重新坐
下，笑了笑，不说话。

“这孩子天生智障，更不爱学习，
我们早对他失去了信心，没想到老师那
么有耐心，他现在不仅能坐下跟老师学
习，有时还会主动拿起绘本看。”小张
的父亲坦言，通过多年的送教和学习，
孩子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随着送教工作的不断推进，孩子们
在康复、认知、心理、生活适应等方面
有了明显改善，有的家庭在接受送教的
心理辅导之后，可以帮助孩子从容地应
对各种困难，有些孩子后来转到特校或
普校就读。

廖秋香至今还记得，2013年，她到
中沙乡楼家村 6 岁男孩小彪家送教时，
发现小彪因两腿畸形，很自卑，不爱学
习。为了与他拉近距离，廖老师每次送
教都会蹲下身来，牵着他学走路，边走
边聊，对他进行心理辅导，为他量身制
定个别化的辅导计划，让他逐渐爱上学
习。2015年，小彪如愿转入中沙中心学
校随班就读小学一年级，学习也益发努
力起来。尽管廖秋香老师不再上门送
教，但她经常利用周末时间上门看望
他，小彪也乐于向廖老师请教，汇报学
习成绩。在廖老师的关心下，小彪顺利
读完小学，升入初中，目前正积极备战
中考。

家长：从不理解到主动配合

近年来，宁化县坚持义务教育“一
个都不能少”的原则，县教育局联合县
公安局、县残联、县民政等单位，逐一
核实未入学的适龄残疾儿童数据，依托

特殊教育学校，确定送教上门对象，确
保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全部
入学。

家住曹坊镇上曹村的小龙患有唐氏
综合征，语言发育迟缓。2015 年以来，
张丽萍老师坚持上门送教，一送就是九
年，小龙变得活泼开朗，已能跟人进行
简单交流。

刚开始时，小龙对张丽萍老师的上
门送教十分抗拒，总躲得远远的。小龙
的母亲经常将门关上，不让小龙出去，
没想到他有时会爬窗逃走。因怕对孩子
成长不利，也怕邻居的流言蜚语，小龙
的母亲曾对老师上门送教采取回避态
度。“这孩子从小就这样，我们教也教
了，打也打了，还是劣性难改。既然他
不肯学习，那就随他去吧，用不着老师
太认真。”面对小龙的抵触情绪，母亲显
得很无奈，对老师的送教也有些不理解。

“我们虽不是医生，不能根治学生的
病，但会努力让孩子参与学习，时间长
了总会有效果。”张丽萍老师发现小龙爱
打篮球，便送给他一个新篮球，经常陪
他一起打篮球，不断取得他的信任。每
次送教，张老师就带上小龙喜欢的玩具
和食品，逐渐走进小龙的内心世界。看
到小龙的可喜变化，母亲也转变了态
度，开始积极配合老师开展送教活动。

湖村镇谌坑村9岁男孩小赖属多重
残疾，黄水清老师已上门送教了三年。
刚开始，小赖每次看到上门送教的黄老
师，总会战战兢兢地躲在奶奶身后，奶
奶认为小赖厌学，老师送教没效果。第
二次送教时，黄老师送给小赖一叠画有
小动物的贴画，小赖的神情放松了很
多，对老师带来的教具爱不释手。第三
次送教时，小赖竟开心地抱住黄老师，
久久不愿撒手。如今，小赖早把黄老师
当成了知心朋友，每次都学得很认真，
还说要加入少先队员，希望有朝一日也
能系上红领巾。看到小赖变得越来越喜
欢学习，奶奶对老师送教也十分欢迎。

近年来，宁化县在公务派车、资金
拨付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加大对送教
的扶持力度，不断点亮残障儿童生活的
新希望。“学校将送教工作纳入教学常
规，常抓不懈，力戒形式主义。教师利
用周末和节假日，给重残学生送去知识
和技能，也送去关爱和温暖。”宁化县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张族彩认为，送教不
是终点，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孩子回到
社会环境当中，更好地融入社会。

2010年以来，宁化县特殊教育学校遵循“家庭自愿、定期入户、免费教

育”的原则，为重度残疾的学生建档立卡，精准送教，并向学前和职教两端

发力。14年来，教师从骑单车、骑摩托车，到驾驶私家车、乘坐公务车，不

断接力送教，先后为236名重残学生搭建起7500多个温暖的移动课堂，确

保重残学生居家上好学。

5 月 29 日，本
报《新闻关注》刊发
通讯：《有一种温
暖，叫邻里守望》，
讲述了发生在我们
身边邻里之间相互
守望、相互帮助的
故事：生活困难，邻
里主动搭把手；小
矛盾小纠纷，邻里
帮忙来化解；遇到
急事难事，邻里及
时牵个线……邻里
互助，连接邻里心，
点亮人们心灵，也
照耀这座文明城
市。读后，感同身
受，很受启发。

如今，城市的
高楼越建越高，小
区的规模越来越大，人们居住越来越集
中。然而，在住宅条件日益改善的同
时，也带来新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
和住房商品化，择邻而居的余地缩小；
虽然相邻而居，近在咫尺，却彼此互不
相识；钢筋水泥让房舍更加坚固，却似
乎也阻挡了邻居们彼此之间友善的目
光；看上去道路整洁、花红柳绿高大上
小区，邻里之间却互不来往，形同路人，
更谈不上互帮互助，邻里之间的关系越
来越淡漠，等等，成为当下城市生活一
个符号和一声叹息。

相邻相敬相助的近邻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孟子》中
有这样一段话：“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不仅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乡邻和睦共处的温馨
图景，而且给出了以邻为伴、比邻相依的
价值目标与道德义务要求，成为中华传
统文化中关于邻里关系的经典论述。几
千年来，流传的“远亲不如近邻”“千金买
宅，万金买邻”“邻里好，赛金宝”等民谚，
形象地表明了邻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
位置。

“远亲不如近邻”，简洁明了的几个
字，揭示出“亲”与“邻”、“远”与“近”的辩
证关系，饱含着人类生存智慧和法则，蕴
含着深刻的哲理，凝聚着生活的真谛。

“亲”与“邻”是人的一生中无法回避的选
择。如果说“亲”是一种血脉姻缘，而

“邻”确是一种难得的机遇与缘分。茫茫
人海，我们告别了家乡，却在异乡与另一
群人相聚相伴，成为家挨着家、门挨着门
的邻居，成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人，成
为在一片区域共同生活的群体。一个难
以改变的事实是，血缘再亲，有时敌不过
山水阻隔；邻居再疏，危急之时会出手相
助。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什么时代，融洽
和谐、互助友善的邻里关系都是提高生
活品质、保持身心愉悦、改善居住环境的
重要因素。

有一种温暖，叫邻里守望。谁家不
会遇到一点难处？一家有难，众人相助，
搭把手、拉一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沟沟
坎坎；患难见真情，邻居们及时伸出的援
手，暖的是一家人的心；邻里之间的守望
相助、同舟共济，是战胜困难、解决生活
中遇到的种种难题的重要力量。坚持

“好在共建、贵在坚持”精神，着力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邻里生活圈，通过常串门、常
唠嗑，有效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大
家”，以“邻里事”催生“邻里情”，让社区
居民感受到邻里守望的温暖。

这正是：邻里之间无事常联系，沟
通“邻”距离，促进邻里之间的和谐；有
事共商量，幸福“邻”距离，家家户户喜
欢颜；困难有人帮，关爱“邻”距离，真情
相帮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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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回乡探亲的人们纷纷踏上返岗的行
程。14时55分，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将乐分中
心接到联动部门电话：省道308线将乐县元当路段发
生边坡小溜方，溜方夹杂树木覆盖了整个路面，造成
交通受阻。

接到报告后，将乐公路分中心立即启动应急抢险
预案，南口公路站公路抢险人员第一时间携带油锯等
抢险设备赶赴现场处置。为尽快恢复交通通行，分中心
还紧急调派附近的黄潭公路抢险队伍和铲车等设备前
往支援。抢险人员利用油锯对路面倒伏的树木进行切
割后抬走，并对较少溜方的路面采用人工清除，15时
40分，抢险人员冒雨经过近40分钟的努力，终于将受
阻的公路单幅恢复通行。“这么快就通车了，你们公路
部门的效率就是高，我还以为赶不上动车了，谢谢你
们。”一位假期回程赶动车的旅客激动地说。

提示：汛期出行，请时刻牢记安全出行，谨慎驾驶，
若突遇险情，请保持镇定，尽快远离落石、塌方等危险
地带，并快速拨打公路服务热线96330或到附近公路
站寻求帮助。

40分钟抢通省道
●陈 睿 卢建亮

6月以来，鸟类爱好者在永安市洛
溪村观鸟点，连续多日拍摄记录到了
蓝喉蜂虎频繁活动的倩影，它们时而
嬉戏打闹，时而梳理艳丽羽毛，时而捕
捉飞行猎物，乐享着浪漫而惬意的蜜
月时光。

“眼下，正值蓝喉蜂虎的求偶期，每天大
约有100多只云集在这里。经常可看到雄性
蓝喉蜂虎拿蜜蜂、蝴蝶向雌鸟献殷情。”鸟类
爱好者“福建静心”按下快门，快速定格了一
个个精彩瞬间。

蓝喉蜂虎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一般体长26至28厘米，体重32至35克，
因喉部呈蓝色，喜欢食用蜂类而得名。其羽
毛俏丽、体形优美、歌喉嘹亮，极具观赏价值，
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小鸟”。

蓝喉蜂虎常单独或成小群活动，主要以
各种蜂类为食，善于凌空捕获蜻蜓、蝴蝶、蜜
蜂、甲虫等昆虫。2015 年以来，蓝喉蜂虎每
年5月至10月，都会陆续从东南亚迁至永安
筑巢繁衍，成为永安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
张亮丽名片。

“中国最美小鸟”蓝喉蜂虎频现永安
●永安记者站 黄中泉 通讯员 张爱娟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