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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全省特殊教
育在校学生人数约53570人。 随着特殊孩
子入校率提升，这个数据增长更加迅速。

近年来， 我省大力增加特教行业投
入，不断健全特教体制，特殊教育事业由
侧重数量变为侧重质量，逐步开始迈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

“上帝给了我一个任务， 叫我牵一只
蜗牛去散步，我不能走太快。”这首《牵着
蜗牛去散步》的开头语，是衡阳市特殊教
育学校老师都喜欢的一句话。

陪伴比别人“慢一拍”的孩子，老师们
也“放慢”了脚步。一批又一批特殊孩子，
从这里迈出了崭新人生的第一步；一代又
一代特教老师，托举着孩子飞向了梦想的
远方，自己却继续坚守着特教岗位。

每一朵花，从萌生到绽放，时间有长
有短，但终究会迎来绽放。

特殊的孩子们， 身体里都有一颗种
子，焦灼地盼望阳光，期待着冲破土壤。

“遇到困难她鼓励我、帮助我，就像我
妈妈一样。”4月8日晚播放的《感动中国
2023年度人物盛典》中，学生刘寒湘向老
师刘玲琍表达了感激之情。

说起刘寒湘， 老师刘玲琍满脸骄傲。
刘寒湘8岁才来学校接受康复训练， 由于
从小很少发声，声带非常僵硬。刘玲琍每
天对她进行强化训练， 通过几年的努力，
刘寒湘走出了无声世界， 不仅学会了说
话，还能和健全人正常交流。

当年来到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月
亮、团圆、中秋节，这样几个简单的词，刘
寒湘读起来都非常困难。 刘玲琍不得不

“夸张”而又大声地做着口型，带刘寒湘一
遍遍地读出来。

在刘玲琍的鼓励下，刘寒湘学习了舞
蹈，成功考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成了一
名出色的舞蹈演员。2017年8月，在庆祝中
国与巴拿马建交的大型文艺演出中，刘寒
湘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登台演出，优美的
舞蹈让全场观众为之震撼。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门口， 张义煌、
刘梅经营的夫妻理发店生意红火。张义煌
从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在一家理
发连锁店工作。由于手艺不错，工作不久
就开始带徒弟， 渐渐有了自己固定的客
人。几年前，夫妻俩凑钱开了这家名为“完
美造型”的理发店。每个月的收入可观，除
掉日常开支，夫妻俩还能存下不少，两口
子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在南华大学工作的刘梦晗，也是从衡
阳市特殊教育学校走出去的。 高中毕业
后，刘梦晗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现在已
是南华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务骨干。

越来越多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
孩子们，靠着不懈的努力，展开自己精
彩的人生，如一朵朵迟开的花朵，肆意
绽放。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从特校走出的他们，在梦想的天空飞翔

▼刘寒湘和老师刘玲琍在北
京合影。 受访者 供图

▼ 凭一技之
长，张义煌夫妻俩
经营的理发店生
意红火。

“希望考上大学，继续深造音乐”

15岁的涵涵同样是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
学生，妈妈周维告诉记者，孩子几个月大时，家
人其实察觉出了异样，“他眼睛呆滞， 闭合眼的
频率比正常人低。”

半岁时， 周维夫妇带着孩子到县城医院做
检查。门诊病房，医生瞧了两眼就断定孩子是视
障。诊断结果显示，孩子患有先天性黑蒙症。

周维夫妇都是“80后”，身边很多同龄人都
生了二胎。无论父母如何催促，夫妇俩坚持不
再生。

“在这个孩子身上， 花光了所有精力。”周
维坦言，虽然这种眼疾几乎无治愈可能，但夫
妻俩还是抱有幻想。这些年来带着孩子四处求
医，去过偏远的农村求偏方，也去过商业性的
康复机构。

天生缺陷的孩子，性格或多或少有些孤僻，
容易暴躁。小时候的涵涵，情绪经常失控，一旦
发作，就会大喊大叫，有时甚至会攻击别人。

有几次发作是在餐馆，引得众人侧目相视。
有一次，夫妻俩带着孩子出席婚宴，涵涵要一样
东西，周维没有给，孩子突然发飙，尖叫着跑到
酒店大堂，往地毯上小便。

八年前， 夫妻俩把孩子送到衡阳市特殊教
育学校。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回到衡阳，找了一份
跑外卖的工作，“虽然苦点，但一家人一起，能让
孩子更有安全感。”

在老师的干预下，如今涵涵脾气改了很多，
爱上了音乐。在特校学习生活的八年，涵涵学会
了盲文，掌握了多项技能。

从小学到初中，转眼涵涵快要毕业了。孩子
毕业后，去按摩店当个学徒，原本是周维的打
算，“等我们老了， 至少他还能有一项生存本
领。”近几年，学校增设了侧重职业教育的高
中班。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入读高中。涵涵给
父母做了自己的规划，以后要考上大学，继续
深造音乐。

对于孩子的梦想和规划， 夫妻俩欣喜之余
全力支持。

“学会一门手艺，将来能有个出路”

13岁的彤彤，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瘦，1.5米左右的个头，
窄窄的一张脸，脚踝只有普通人的手腕粗细。纤弱的身躯窝
在宽松的校服里，显得更加细长。

婴幼儿时期的彤彤与其他孩子并没有太大不同， 母亲郑
玲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孩子周岁时还能正常开口喊人，但年
龄大一点就变得沉默了。到了三岁上学的年龄，没有幼儿园愿
意接收，“不理人，完全不听老师指令，没有办法正常沟通。”

五年前，彤彤进入衡阳特教学校启智班。为了方便照顾
孩子，郑玲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小儿子则在附近一所
普通小学入读。

早上6时30分，郑玲起床洗漱完，一边准备早餐，一边催
促两个孩子起床。一个小时内出门，先后把两个孩子送到学
校，再回到家里。上午10时郑玲准时出门。这个时段刚刚好，
错开了买菜高峰，小菜也会打折。

启智班的孩子，需要家长接回家吃午饭。郑玲来到常去
的那家摊贩前，挑选了两种小菜，与店主确定单价后，再让店
主上了秤。

房租、伙食、生活用品，郑玲每一笔开销都记账。一家人
的生活来源全靠远在深圳打工的丈夫。 日子过得紧巴巴，夫
妻俩欣慰的是，女儿彤彤进入特教学校后，变得越来越好了。

中午接孩子回家吃饭，郑玲到得早了一些。班主任把她带
到教室，看着彤彤绘画、学做手工。“要是学会一门手艺，或许将
来能有个出路。”郑玲小声自语，这是五年前自己不敢奢望的。

看着女儿的变化和进步， 了解到许多像她一样的孩子，
长大后也有着精彩的人生，郑玲心中满是期许，庆幸着自己
和丈夫当年的决定。

▼ 4月12日，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
校听障班的学生们
在上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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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踏进校园时不
时玩“失踪”，到如今可以独

立完成手工；从性格孤僻，到课
间与班主任谈理想、聊人生……衡

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一批又一批学生，
在像刘玲琍一样的特教老师的呵护下，
如迟开的花朵，迎来生命的绽放。

4月12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再次
走进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聆听孩
子们成长的故事。
■文/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张浩

迟开的花朵，也能迎来生命的绽放
本报记者再次走进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聆听孩子们成长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