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我们成就了她，其实她也影响我们”
本报记者赴郴州宜章，探访感动中国女孩江梦南不凡人生背后的伟大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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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她是不幸的，但她同样又是幸
运的。”江文革说，在江梦南的成长经历中，遇到
了太多贵人。老师、同学、爱心人士……从2004
年开始，江梦南就离开了宜章县，前往郴州市读
初中。2007年， 在郴州市明星学校高中部寄读，
“她一直想着怎样去独立， 怎样去新的地方，接
受新的东西。”

作为父母， 赵长军夫妇在这方面没有半点

阻拦，他们觉得孩子始终要长大。“有人说是我们
成就了她，其实也是她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作为
一名老师，赵长军在培养女儿的过程中，也会常
常思考自己在课堂上的教学方式。

在江梦南房间的书桌上，赵长军拿出了一本
女儿写过的草稿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关于无
障碍研究的笔记，“她就是这样闲不住，即使过年
在家，也放不下学业上的东西。”

“这个奖， 有三分之二是颁给我父母的， 我自己最多占三分之
一。”3月6日，“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 江梦南在接受三湘都市报
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从世界静默到嘹亮号角，失聪的江梦南活出了一段同类人中不
同的人生。陪着江梦南一起艰难成长，父母也选择了和孩子走上更
艰难的一条路。在背后给孩子提供坚实支撑的，是一对怎样的父母？
3月6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赶赴郴州宜章，探访这段不凡人生背后的
伟大父母。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张浩 图/视频 王珏 刘品贝

3月6日下午，在郴州市宜章县江梦南的家里，赵长军夫妇与记者聊江梦南的点滴。

三湘都市报3月6日
讯 长沙两女孩离家一天
未归的消息，牵动着众多
市民的心。 今日晚间，长
沙市雨花区官方微博“雨
花发布” 通报了最新进
展。 经全力寻找，3月6日

晚8点，两女孩已平安回家，身体状况良好。
“两个女孩昨天傍晚离开家之后就一直没

回来，也联系不上。”3月6日，一条寻找孩子的
消息在长沙市民的朋友圈里刷了屏，记者联系
上家长陈女士后得知，目前通过警方查到两人
最近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是3月5日晚7点半
左后，出现在乐和城附近。希望看到过两个孩
子的市民能提供线索。

两个女孩分别是11岁的小李，外出时上身
穿黑色外套、下身穿黑色卫裤、背一个白色挎
包；以及12岁的小刘，外出时上身穿红色卫衣、
下身穿灰色卫裤。据陈女士介绍，两人是同一
个画室的同学，家住同一个小区。3月5日傍晚，
两人学完画画后， 回了一趟小刘家便出了门。
傍晚6点多，双方父母发现孩子还没回家，便一
起出门寻找孩子。 小区监控显示，5日傍晚5时
51分， 两人一同从雨花区星城新宇·黎锦苑小
区外出。

得知孩子不见后， 陈女士第一时间报了
警，家人和朋友们也都来帮忙找孩子。

■全媒体记者 周可 杨洁规

全城寻找的
两名女孩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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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3月6日讯 近日， 我省一地3
人晚餐期间饮用了朋友赠送的药酒，不料发生
中毒，其中1人抢救无效死亡，另2人仍在ICU。
省疾控中心专家于3月5日发出紧急预警，自制
药酒要谨防中毒。

据调查，此次食物中毒事件，3人是误食外
用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酒所致，药酒是在当地镇
上赶集时购买，销售药酒商贩为集市中的游走
摊贩，散装销售，主要为跌打损伤时的外用药
酒，购买时也不知相关成分，无说明书。根据流
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症状，药酒可能含有乌头碱
等剧毒成分。

据了解，在我省几乎每年都有中毒案例发
生，药酒成毒酒，这不是个案。

据湖南疾控专家介绍，0.2毫克的乌头碱，
就能让人中毒，3-5毫克的乌头碱就能使人死
亡。虽然乌头碱的确有止痛、治疗风湿、风湿性
关节炎的作用。 但私自用含乌头碱的药材泡
酒，尤其是生的草乌、川乌，风险很大。中国药
典中将草乌、川乌列为有剧烈毒副作用的中草
药，它们含有乌头碱、次乌头碱、新乌头碱等成
分，在用作治疗用途时，有着严格的使用标准。

湖南疾控专家紧急预警： 中药材种类繁
多，难以辨别，应谨慎使用中药材泡制酒。乌头
碱类植物中药材包括草乌、川乌、附子等，因含
乌头碱具有剧烈毒性，普通加工方法难以破坏
其毒性，少量服用即可中毒、致死。

■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梁进军
实习生 肖雨璐

喝自制药酒悠着点
3人喝了朋友送的药酒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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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让孩子像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

“没想到她嘴巴这么乖， 讲话那么甜。”3月6
日下午，在郴州市宜章县城江梦南的家中，赵长
军夫妇看着女儿通过三湘都市报向家乡人民问
好的视频乐得合不拢嘴。“女儿学的是理科，平时
不太会表达自己。”父亲赵长军很欣慰，觉得孩子
这些年都在一点一点成长。

“小孩子性格，人缘也好。”赵长军指着窗外
嬉闹的一群孩子，江梦南每年回家就跟这些“小
不点”打成一片。今年1月份，由三湘都市报承办
的“感动湖南”人物评选活动中，周边的邻居都纷
纷给她拉票、点赞。

夫妻居住的房子位于小区的一楼，阴天地面就

会发潮。当年为了给孩子治病，夫妇俩的工资已然
入不敷出。为了增加收入，赵长军想到了开垦老家
的农地，把大把业余时间花在了茶园和果园上。

赵长军试着在孩子的身旁拍手、 摇钥匙，想
尽办法逗孩子， 小梦南始终是一张呆呆的小脸，
直到医生诊断为“极重度神经性耳聋”。民间一直
有“十聋九哑”的说法，赵长军做了最坏的打算，
还提早去考察过特殊教育学校。

母亲江文革不甘心，到底该让自己的女儿早
一点适应成为一个“聋哑人”，还是哪怕要经历无
穷曲折让孩子成为“正常人”？夫妇俩最终选择了
后者———一定要让女儿像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

这种方法很“蠢”，但“蠢”也要“蠢”到最后

江梦南一岁多时， 赵长军夫妇开始系统地
带着孩子学说话。一开始，他们每天抱着女儿，
从最简单的音节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口型，教她
如何摆放舌头。 起初梦南只会张口， 但不会发
声。夫妻俩就让女儿摸着他们的喉咙，感受声带
振动，把她的手放在他们的嘴巴前，感受说话时
的气流。

“有一些口型非常像的音，比如花和瓜，就把
她的手放在我们的嘴巴附近感受气流。” 赵长军向
记者演示，花，有气流；瓜，没有。“需要成千上万遍

的反馈，才可以慢慢练成这样一个肌肉记忆。”
在夫妻俩的坚持下， 小梦南逐渐学会了发

声，但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与普通人不同，她不
是靠听觉记忆来发音， 而是需要记住每个音节、
每个字的口型， 以及舌头的形状和摆放位置。即
便一切都做到完美， 协调声带振动与口型变化，
调动声带准确发音也是件难事。

“这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 每个字练习上
千万遍都是少的。”赵长军说，这种方法很“蠢”，
但他坚定，“蠢”也要“蠢”到最后。

她是不幸的，但她同样又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