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吃”矫正达人何墩炳。 记者 李健 摄

■记者 李国平 通讯员 刘从武

12月28日上午，在冬日暖阳
下，宜章首个好人协会在这座“好
人之城”成立。

11月22日， 宜章县退休干
部、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标兵、
“中国好人” 袁贤光离开人世。
临终前一天， 他说他最后的愿
望就是“把宜章好人协会成立
起来”。

近年来，宜章提出打造全国
首个“好人之城”的目标，让好人
辈出。宜章“好人协会”第一届会
长、省人大代表、全国扶贫典型
谢运良在成立大会上说，“好人
协会将影响一批、带动一批、发
展一批宜章好人， 聚集社会正
能量。”

打造全国首个“好人之城”

近年来， 宜章开展“向善宜
章·宜章向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实践活动，坚持用“好人文
化”凝聚发展能量，使善行组织和
宜章好人不断涌现。

2011年起创造性开展了每
年一度的“感动宜章十大人物和
影响宜章十件大事”评选活动，发
现和挖掘了一批批好人， 培育了
一大批走向全国的“宜章好人”。

该县已形成了“好人现象”和“好
人文化”， 正发挥“好人效应”和
“好人经济”， 提升了宜章的美誉
度和招商吸引力。

2015年，宜章县还提出了打
造全国首个“好人之城”的目标，
通过举行“宜章好人”先进事迹报
告会等形式，让宜章好人产生“滚
雪球”式的“潮涌效应”。

近年来，宜章县好人辈出，涌
现了刘真茂、袁贤光、谭兰霞、李
黎明、陈远辉、李常水、李建龙、曾
易英等全国重大典型， 还有赵远
清、黄喜鸳、范林锦、江梦南、地下
河电站工人群体等120多名群众
点赞的身边草根好人， 以及谢运
良、何剑辉等一大批帮贫扶困、关
爱残疾人的爱心人士，义工协会、
志愿者协会、“阳光家园” 等公益
组织相继成立， 参加义工志愿者
的市民达3万多人，全县注册志愿
者近9万人， 形成了全国瞩目的
“宜章好人现象”。

宜章好人吹响集结号

12月28日上午，湖南省宜章
县好人协会成立揭牌暨第一次会
员代表大会召开， 县委副书记何
灿出席并讲话，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李秀芳主持会议。县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谷文中宣布好人协会

正式成立。
全国道德模范刘真茂当选

为名誉会长，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谢运良当选为会长，全国劳
模李建龙、全国最美教师谭兰霞
等8人当选为副会长。

“好人协会将影响一批、带动
一批、发展一批宜章好人，聚集社
会正能量。”第一任“好人协会”会
长谢运良表示， 宜章好人协会的
成立， 让好人帮扶活动更有组织

地开展、 也是帮扶困难好人的组
织。

谢运良说：“今天我们吹响了
宜章打造‘好人之城’的集结号，
让我们接过袁贤光同志的‘接力
棒’，为建设‘实力、开放、宜居、生
态、小康’的‘五个宜章’，为打造
宜章‘好人之城’ 做出积极贡
献。”

省文明办发来贺电： 宜章好
人辈出，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

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
宜章好人协会办出特色、 成为湖
南乃至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亮丽
品牌。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若
龙、副县长谷红梅，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各乡镇宣传委员，义工协
会、志愿者协会、阳光家园等爱心
组织，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
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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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吃大王”自创矫正法成了“语言达人”
办学助更多人畅所欲言 明年1月13日，他将来长沙举办“轻松矫正口吃主题沙龙”活动

圆好人遗愿，“好人之城”设“好人协会”
近年来，“宜章好人”辈出，形成了全国瞩目的“宜章好人现象”

12月28日上午，宜章首个好人协会在这座“好人之城”成立。

因为患有口吃， 从政的何墩
炳一次次丧失了仕途上的升迁机
会。他不甘心，苦苦寻找口吃的矫
正方法， 决心寻找到另一条实现
自己人生价值的途径。

何墩炳成功了， 他不但治好
了自己的口吃， 还摸索出一套独
特的方法， 推荐给身边同样口吃
的人，而且效果都很好。何墩炳放
弃仕途，于2002年在武汉市办起
了一家专门矫正口吃的学校。

30多年过去， 何墩炳已经成
为了国内矫正口吃的“达人”，他
的患者遍布全国。 为了让湖南老
百姓正确认识口吃， 并有效矫正
口吃， 本报特邀请何墩炳及其团
队来到长沙。2017年1月13日上
午9时，何墩炳将在天心区汇金国
际举办“轻松矫正口吃主题沙龙”
活动。 如果有说话结巴、 不敢张
口， 甚至自卑自闭的朋友可以前
来交流 ， 活动免费征集热线：
96258，13871433858。

【案例】
优异成绩毕业却找不到工作

上完大学，找一份工作，这对
每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几乎是最简
单的“路程”。27岁的金秀莲却没法
走下去，因为患有口吃这种语言障
碍，她大学毕业6年都找不到工作。

“明明心里想好了怎么说，但
是一开口，就结巴了。”金秀莲告诉
记者， 自己小时候的症状还好，只

是说话比较慢，但成长的道路上遭
受了很多异样的眼光，心理压力越
来越大，致使“病情”日渐严重。

考上大学后， 尽管她一直想
克服口吃的毛病， 却始终不见效
果。最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金秀
莲却无法像同学们那样去参加校
园招聘会，更别谈找到好工作了。

在亲友的推荐下， 金秀莲接
触到何墩炳的“武汉春牛语言咨
询公司”。“以前我没有想过口吃
是不是病， 只以为是自己的习惯
问题。”何墩炳老师首先教给金秀
莲的是认清楚口吃的形成原理，
再去帮助她走出口吃的“误区”。

“先慢慢说， 再训练快说，心
理障碍消除了， 口吃便不是问题
了。” 金秀莲开始还半信半疑，经
过几个月的训练， 她发现自己的
口吃竟然真的好了。

生活回到正常的轨道后，她
再次去求职， 并顺利找到一份办
公室文员的工作。 而在工作的过
程中，她还收获了爱情，人生更加
圆满。

【历程】
因口吃而影响人生仕途

“你看我现在这样熟练地和
你交流， 其实我曾经也是个口吃
患者。”记者见到何墩炳老师的时
候， 他正忙着与学员交流学习方
法，语速很快，吐词清晰，半点找
不着“口吃患者”的影子。

何老师介绍， 自己大学毕业
后， 在湖北武汉市一个乡镇府上
班，因为当时大学生比较少，所以
单位有意将他作为干部培养。“我
很感激，但是每次到会议上发言，
都没法完成， 因为太结巴了。”面
对这样的情况，单位只好放弃，何
老师的仕途也就“黄了”。

这对何老师的打击非常大，
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把这口吃的
毛病矫正好。“我找了很多办法，
甚至想去做舌系带剪开的手术，
还拜访了很多矫正口吃的老师，
效果都不理想。” 再三思考之后，
他决定自己找办法来治疗。

“在古代的雅典，有一个叫德
摩斯梯尼的口吃患者， 他就通过
高声朗读、演讲，以及蓄养肺活力
的办法，矫正自己的口吃。”何墩
炳参考这些方法， 自己制定出一
套方案，经过刻苦练习，他说话时
终于不再结巴了。

【教学】
用自创方法帮助更多口吃者

自己是如何成功的？为何之前
一直没能被矫正？何墩炳不断总结
经验，他发现，矫正的成功与否，与
患者的“心理认可”有很大关系。

“确切地说， 就是心理的问
题。 这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做了舌
系带剪开手术依旧无法治愈的原
因。”在自己矫正的过程中，何老
师遇到了很多口吃的患者， 他一

再把自己总结的经验与方法传授
给他们，很多人居然也有了效果。

1983年开始，何老师便决定
不再热衷仕途的追求， 而是开始
了口吃矫正的研究工作， 也开始
帮别人。“前来寻求帮助的口吃朋
友全国各地都有， 很多人认为不
是病，但确实需要矫正。”现在，何
老师已经成为专职的口吃矫正者
了。

【治疗】
口吃病的矫正具有三要素

何老师介绍， 口吃的矫正具
有三要素，而且缺一不可：心心相
印的深刻的心理课； 系统的不留
下矫正痕迹的语言矫正方法；患
者认真的学习态度。

此外，口吃病的矫正，必须遵
循语言的规律，抓住要领。口吃者
由于存在心理障碍， 连锁反应的
是说话的方法错误。 其结果是越
想不口吃就越口吃， 有时还会出
现“卡壳”。因此，口吃要从心理和
语言上系统地进行矫正。

口吃者应该相信自己的语言
能力：发音器官正常，思维正常。
其实口吃者有语言康复的优势：
其一，思维比较敏捷；其二，性格
比较内向， 内向性格的人往往有
执着的追求和向往；其三，多年口
吃的痛苦，追求语言表达的完美，
比常人要迫切， 这是语言康复的
内动力；其四，口吃矫正后，用好
方法讲话没有杂音， 能适应任何
讲话的场地，为口才打下基础。

■记者 李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