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 暖 在 您 身 边

听障女孩英语拔尖，教外国网友学中文
长沙13岁的陈临溪:江梦南是偶像，希望像刘玲琍老师那样去帮助更多听障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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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报报道， 陈临溪和爸爸了解到感动中国
2023年度人物刘玲琍的事迹，再次受到鼓舞。

因为戴耳蜗，陈临溪的听力有一个“最佳距离”，
课堂上的知识点有时会因为听不到被遗漏。 她担心
听力障碍给自己未来的求学和就业带来一定影响。

“刘玲琍老师是几十年的特教老师，培养了很多
优秀学生，经验丰富。”陈波表示，希望向她请教。在
记者的联系下， 陈波和刘玲琍进行了连线沟通。“孩
子真是培养得特别好！” 对于努力向上的陈临溪，刘
玲琍非常赞赏，她表示：“期待第二个江梦南。”

对于陈临溪听力影响的担忧， 刘玲琍用自己儿
子的经历来举例，给出了很多建议和解决办法。

“刘老师好亲切，又有耐心，受益匪浅。”陈临溪
坦言，希望将来也能像刘玲琍老师一样，能用自己的
力量帮助更多残障儿童。

在爸爸的陪伴下，姐弟俩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我受到了别人的帮助，也想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在长沙市聋协举办的爱耳日活动中，陈临溪毫无
保留地分享学习方法，利用自媒体平台为留守儿童“帮助
儿时自己读好书”项目和北京恺尔听障人士关爱中心“守
护25分贝”项目发声，在追光的过程中，洒下一路“暖阳”。

“江梦南姐姐太励志了， 我要向她学习。”2022
年，通过本报报道，陈临溪了解到感动中国2021年度
人物、 清华大学博士江梦南的故事， 镜头前活力满
满，自信微笑的大姐姐成为她的偶像。江梦南身上的
坚韧与乐观，也成为陈临溪向上的力量源泉。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书法家，希望长大后可以
到各个国家去学习， 也把我们中国文化魅力传播到
更多地方。”彼时11岁的陈临溪笑着说，自己要学好
英语，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有一种力量，叫榜样，自带耀眼的光芒，指引
追光者一路向前。

在无声中突围， 有嘹亮的号角， 是江梦南的力
量；用尽所有，为无声的生命解锁，是刘玲琍的力量。

坚定的信念、奔赴的志向；年少青春、向阳成
长，何尝不是陈临溪的力量。

虽然都是平凡的人物，却是不平凡的榜样，激
励更多人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陈临溪老家在永州， 爸爸和妈妈原本在广东
工作。陈临溪1周岁时被确诊为极重度耳聋，1岁半
时，就戴上了耳蜗。

2012年， 爸爸陈波带着女儿来到长沙进行康
复训练，康复中心的人直言康复的困难性。陈波和
妻子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成为一名全职爸爸，
把握好孩子康复的黄金时期。

戴上耳蜗前，小临溪从未听过声音，康复训练
需要从“听”开始。陈波每天不停地与孩子说话，为
她读绘本，引导她咿呀发音。努力教了一个月，陈
波嗓子哑了，但他非常开心，小临溪渐渐能发出声
音了，尽管只是简单的一声“啊”。

把孩子的小手，放在声带处感受气流、教她用
手感受嘴唇的发音……经过一年半艰难的听力康
复训练，陈临溪发音逐渐清晰，达到了95%。2014
年6月，她从康复中心顺利“毕业”了。

陈临溪从小就明白自己的特别， 十分自律上
进，看书、写字、提高语言能力。房间杂物箱里放着
好几个用坏的听力练习设备， 见证着她一路的努
力与曲折。

如今， 陈临溪在长沙市一中双语实验中学就
读，每天早上出门，晚自习后回家，忙碌却充实。
“同学们都很努力， 我更要追赶。” 陈临溪告诉记
者，除了日常学习，几乎每天都坚持和弟弟陈铸蹊
一起， 通过视频与国外的学生交流学习，“他们教
我英语，我教他们中文。”

姐弟俩目前已经连线了近50个国家、 地区的
网友，向外国网友介绍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功夫、
美食、 国粹京剧以及奥林匹克建筑……向世界传
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与外国网友连线对话
的视频全网播放量超2亿， 赢得数百万网友称赞，
被亲切地称为“文化传播小使者”。

学习优异的陈临溪先后获省、市、区、校级荣
誉八十多项……这个戴着耳蜗的女孩， 个子虽然
瘦小，却迸发出蓬勃的力量。

3月下旬，2024年“新时代湖南好少年”名单发
布，陈临溪和弟弟陈铸蹊榜上有名。

双耳极重度耳聋，爸爸辞职带她康复

与外国网友对话交流，讲述中国故事

分享经验，追光的过程中播撒“暖阳”

像刘玲琍老师一样，帮助更多残障儿童

平凡人物的不凡力量

13岁长沙女孩陈临
溪，刚满1周岁就被确诊为
双耳极重度耳聋， 成长路
上， 注定要付出比正常孩
子更多的努力。

在家人的陪伴下，她
打破“十聋九哑”的“魔咒”，不但说得一口标
准普通话，学习成绩优异，还成为一名英语
“尖子生”，能流利地与外国网友交流。

本报报道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刘玲
琍的事迹后， 这位33年坚守在特教岗位上的
“刘妈妈”成为陈临溪的榜样。4月24日，陈临
溪和爸爸陈波找到三湘都市报， 希望能得到
刘玲琍老师的指导，更好地克服听力障碍，未
来也能像她一样帮助更多的听障儿童。
■文/图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李琪视频谢佳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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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4月
24日讯 一辆卡丁车
两次出现在市区道
路上， 民警一路追
踪，连人带车查获，驾
驶人周某16岁， 车子
是花7000元网购来

的。4月24日，湘潭交警通报，周某及其家
长均被民警批评教育，周某被处以1500元
罚款。民警提醒，卡丁车、平衡车等不是交
通工具，不能上道路行驶。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4月18日中午，卡
丁车沿湘潭市板五路快速驶来，随后在路
口左转驶往滨江中路。而15日晚，同一辆
车也在该路段经过。18日下午， 民警通过
调取车辆行驶轨迹，很快确认该卡丁车驾
驶人为岳塘区摇钱村居民周某，并在其家
中查获了玩具卡丁车一辆。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封跃林 罗天麒 李大超

少年“飚”卡丁车进城
交警：非交通工具上路，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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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4月
24日讯 准备停车
时，男子错把油门当
成刹车，小车冲上台
阶撞上停车区大门
立柱，还好没有造成
人员受伤。4月24日，

邵阳高速交警通报这起发生在二广高速
九公桥停车区的事故。

据了解， 驾驶人范某从广州前往重
庆，行至九公桥停车区后，想停车上洗手
间，错把油门当作刹车，导致车辆径直撞
击立柱酿成事故。

民警对范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范某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杜权

男子错把油门当刹车
小车冲上台阶撞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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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临溪在练习她最喜欢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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