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看视频

活到老学到老，年龄大从来不是障碍

77岁老农耗时6年喜提自考本科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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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梦想，手写50余本学习笔记

“我内心最大的遗憾，是参加过高考，也过了分
数线，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入读。”10月12日，接受记
者采访时，姜德康一边创作他的山水画作，一边说，

“人这一生总要为梦想努力，不管是大学梦还是绘画
梦”！

姜德康今年77岁，退休前，是一名煤矿工人。“我
年轻时是有遗憾的，那时候家里条件差，不得不放弃
学业。” 姜德康告诉记者，1978年无缘高考一直是他
内心最大的遗憾，“成年后又忙于养家糊口， 大学梦
一直搁浅”。

直到四个孩子长大成人，孙子孙女也逐渐懂事，
退休后的他，不想再留下任何遗憾，开始追逐自己的
大学梦。

他拿出几沓厚厚的手写笔记， 里面是密密麻麻
的字迹和他用彩笔勾画的重点，“即使学习过程十分
吃力，我也从未放弃过”！

2020年12月， 姜德康如愿拿到了自考专科毕业
证书，这给了他很大信心。于是，他一鼓作气，又把本
科阶段的专业课程修完并顺利通过了考试。

拿到本科毕业证， 姜德康难掩喜悦和自豪。“重
阳节当天，亲友们都过来给我道贺。”姜德康说，亲友
都为他开心，“人的一生很长， 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情，取得本科文凭并不是我学习的终点。”姜德康告
诉记者，他目前正在学习计算机知识，希望从理论知
识入手，逐步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让自己的晚年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

爱上绘画，学习是终身要做的事情

走进姜德康的书房， 一股浓郁的艺术与学习氛
围扑面而来。书柜里摆满了各种书籍，从教材、复习
资料到课外书，墙上则挂着他亲手绘制的水墨画。除
了圆梦大学，他也爱用绘画记录生活。

2024年1月31日，姜德康参加了岳阳平江县首届
农民画展，他的作品和另外33位农民画家的133幅画
作集中亮相。

参展画作是一幅水墨画，画的是家乡的天景山。
“我断断续续画了十多年，看到好看的风景就想画下
来。”姜德康说，绘画也需要静心，他曾历时一个月创
作了4幅水墨画系列作品。

姜德康说：“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人的一生很
长，无论年龄多大，都不应该放弃对知识的追求。”

“自己淋过雨， 便渴望为
这群特殊的孩子们撑一把
伞。” 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
操场上，特教老师王缘正耐心
地引导着孩子们进行热身运
动。缺失右臂的她，微笑着挥

动残臂带操，看向孩子们的眼神专注而热情。
2024年，是王缘任教的第16个年头，一批又

一批学生从这里毕业， 走向社会， 实现了生活自
理、就业、结婚生子……她为这群特殊的孩子们撑
起了一片梦想的蓝天。10月13日， 记者联系采访
了特教老师王缘。

先天残疾，立志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1988年， 王缘出生于邵阳的一个普通家庭。
由于先天性缺失右臂， 她从小便知道跟周围人的
“与众不同”。 王缘告诉记者：“懂事起就立志要成
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给社会增添负担。”

凭借不懈的努力， 王缘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羽
毛球运动员，曾多次在国家级、省级残疾人羽毛球
竞赛中斩获金牌和银牌，夺得全国冠军。退役后，
王缘通过自学考试，成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相比
普通教师，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师，面
临着更多的挑战。 班上孩子的残疾程度各不相
同，大多为听障、唐氏综合征、脑瘫、智力障碍、自
闭症……孩子们在吃饭、洗漱、上厕所、睡觉等基
本生活自理方面都存在问题， 学习文化知识更是
难上加难。

“这里的孩子学习能力相对较弱。比如普通孩
子教一两次就能理解数字‘1’，而这群特殊的孩
子可能需要十次、百次甚至千次的教导。即使课堂
上学会了， 一个假期过后， 可能又得重新学。”为
此，王缘研究出了一套“小步子，多循环” 的教学
模式。

托起梦想，特殊孩子也有无限可能

为增强特殊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 让他们能

独立、有尊严地生活目标得以实现，王缘自费购买
教学厨具，在课堂上，她教授学生下厨的方法和需
要注意的事项，从备料、选材、洗菜、开火、倒油、放
盐等基本步骤教起，并且不厌其烦地反复教导。

王缘还借助母亲节、教师节等重要节日，为孩
子们精心定制各种活动，让他们学会生活自理，她
曾连续8年为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只为不落下
一个学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扎根特教，王缘先后
荣获邵阳特教优秀教师、 邵阳特殊教育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如今，不少在王缘羽翼下长大的孩
子考上了大学，并找到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每月
有稳定的收入，给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希望。王缘
说：“带着这群孩子， 我的理念就是教他们学会生
存，自己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文

姜德康通过自
考本科毕业。

通讯员 供图

三湘都市报10月13日
讯 10月10日，长沙市民张应
基不幸患病去世。 家人与他
道别的时候， 他提出捐献遗
体器官，做最后一次奉献。10
月13日，记者采访了解到，老
人的女儿李婧华帮父亲完成

了这个心愿。张应基用他的一腔大爱与热忱，为世
界留下生命的余温。

张应基祖籍湖南麻阳，1958年在长沙出生，
随父母去了黑龙江生活。1988年，30岁的张应基
回到了长沙工作立业。 张应基退休后加入湖南省
红十字志愿者艺术团， 今年2月他到湖南省红十

字会正式申请成为一名“中国红十字志愿者”。
在女儿李婧华的眼里，父亲是一位有爱心、能

吃苦耐劳且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60岁加入湖南
省红十字志愿者艺术团后， 张应基接触到遗体角
膜捐献，就产生了捐献遗体角膜的想法，想为国家
的医学科研教学做一点贡献，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重见光明。

10月13日，记者了解到，经过长沙爱尔眼库工
作人员评估，张应基的角膜质量良好，已于12日移
植给一名年龄相仿角膜内皮失代偿的患者， 为他
的生活带去新的光明和希望。 老人的遗体则被接
往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成为一名“大体老师”。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李琪 通讯员 杨丽红潘爱华

热心公益的大叔走了，留下生命的余温
长沙市民张应基身后捐献遗体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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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坚守，独臂老师托起特殊孩子的梦
邵阳特教老师王缘曾获全国残运会冠军，她要让残疾儿童学会生存

除了授课，王缘还教孩子们学会生活自理。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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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收到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岳阳77
岁农民姜德康会告诉你，“圆梦大学， 拿到本
科毕业证。”

历经6年多， 姜德康成功通过了28门专
业课程， 在重阳节前夕拿到湖南师范大学汉
语言文学专业自考本科毕业证。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蒋诗雨 通讯员 雷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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