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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18年勤勤恳恳地工作在特殊教育
战线上，她热爱特殊教育事业，关心爱护
残疾同学，她像“妈妈”一样照顾这些孩
子，不放弃对每一位学生的教育。她用爱
开启残疾孩子的心扉，为特教事业无私奉
献出青春的光和热。她就是滕州市特殊
教育学校的老师陈玲。近日，记者采访了
陈玲，了解特教教师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
故事。

陈玲，现年 38岁，是滕州市特殊教育
学校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经她手“带大”
的孩子已有100多名，有聋哑生、盲生、智
力障碍的学生。1996年7月，从潍坊昌乐
特殊师范学校毕业的陈玲，被分到滕州市
特殊教育学校。

二十出头的陈玲刚入校时，对于特教
根本不适应，学生们都是零基础，自己也
不会手语，无法与学生沟通，学生也听不
懂她的课程。她难过得想哭，为了能和学
生沟通，她每天都在家对着镜子练手语，
遇到不会的便查手语字典，并向别的老师
请教，经过苦练。她和学生们可以无障碍
地沟通了，学生们也能听懂了她的课
程。

面对这样一群学生，陈玲并不是嫌弃
和鄙视，而是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孩子来关
爱，手把手地教他们刷牙洗脸、洗衣服、叠
被子、扫地……一次教不会，就教两次、三
次、四次……有的学生智力低，她就不厌
其烦地教他们。

有一名学生叫李心恩，他的右手食指
断了一节，大家都排挤他，笑话他。陈玲
为了这个孩子的自尊心，就鼓励他用左手
写字。后来，该学生已在南方工作并已经
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

16 岁的女孩徐晴，去年因为家庭缘
故辍学了。徐晴辍学后，陈玲依然关心着
她的生活，一直和她保持联系，教她为人
处世的道理。

六年级学生孟凡华，从小便跟着妈妈

在云南居住，后来由于妈妈生病，他爸爸
便把他送到了这个学校。孟凡华因为想
妈妈，不想上学，孟凡华的父亲便找到陈
玲，一起给孟凡华做思想工作。陈玲从生
活上关心他，终于使他安心学习。他有什
么话可以不给家里人说，但是必须给陈玲
老师说。这些学生都把陈玲视为自己的
妈妈。“我不想让一个学生辍学，我用我学
到的知识教育他们，使他们成为能自食其
力的和正常人一样的人，我再累、再苦也
心甘。”陈玲说道。

陈玲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有时甚至24
小时跟着学生，与他们同吃同住，手把手
地教学生们生活自理。晚上给学生盖被
子，有的学生年龄小，想家，哭，她就拿糖
块耐心地哄学生睡觉；学生半夜生病，她
背着孩子去看病；天气变化，提醒他们添
衣服，有的学生没带衣服，她就从自己家
带衣服给学生穿，问寒问暖。

“我选择了这个职业，家人是不赞同
的。有天晚上，男朋友来接我下班，第一
次来学校，学生发出刺耳的声音，让他很
是害怕，以至于现在都有阴影。我的朋友
刚开始也害怕来这里，都劝我离开这里。
现在他们全都理解我了，支持我了。看见
孩子们的进步，看见他们能够正常的生
活，我很高兴，我们教师无论付出多少，只
要他们能独立生活，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陈玲老师眼含激动
的泪水，带着自豪的微笑对记者说。

（特约记者 侯志龙 王辉 文/图）

坚持那份特殊的爱
特教老师陈玲开启学生心扉

“太感谢你们了，要是我母亲走丢了，这可
让我怎么跟兄弟姐妹们交代。”于先生紧紧握住
民警的手，激动地说。10月 14日，滕州市龙泉
派出所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民警赶紧
放下手头的工作问老人出了什么事，老人告诉
民警她找不到家了。

民警赶紧扶老人坐下，详细询问老人的情
况。从老人的口中民警发现，老人说话迟缓，不
断地重复同样的话，并且对民警的问题总是答
非所问。但是，民警还是耐着性子和老人进行
交流。从谈话中，民警了解到，老人自己出门来
买东西，回去时找不到家了，只记得自己家住的
是9号楼，于是只好走进了警务室，寻求民警的
帮助。

社区民警询问老人是否有家人的联系方
式，老人摇摇头，当询问起家人姓名时，老人只
能说出名字，并不能确认准确的写法。于是，民
警用警务通将类似读音的名字一一进行了查
询，终于确定了老人的身份。很快，民警便联系
到了老人的儿子于先生，接到民警的电话后于
先生立即赶到警务室，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
幕。 （特约记者 金亮）

老人不识回家路
民警帮忙寻家人

秋雨绵绵，让人感觉到阵阵寒意。日前，在
某铁道口附近，一名年过半百的瘦弱男子任凭
雨水打在身上，全然不顾，奋力直追一辆由南向
北行驶的大型拉煤车。这是枣庄矿业集团铁运
处职工郝明国在飞速追踪一辆刮擦撞坏栏门车
辆……

近日，郝明国安全接送由柴里站开往尹洼
站的列车后，刚回到道口房内，透过道口房门玻
璃看到一大型拉煤车辆把道口西北侧防护栏刮
了，在拦停车辆后，他立即返回道口房按程序向
柴里站值班员刘相彬进行汇报。就在郝明国进
行汇报的同时，肇事的汽车驾驶员看道口员离
开了就抱着侥幸心理趁机开车逃逸。

“那天的雨下的很急，很大，郝明国同志不
顾地湿路滑，冒雨追赶汽车好几百米后又借助
经过的一辆摩托车才把汽车拦截住。截住肇事
汽车的同时，郝明国呵斥司机的逃逸行为，要求
汽车退回道口附近等候处理，汽车司机以着急
赶路为由拒不配合，并拿出 200元钱贿赂郝明
国，让其买烟抽，遭到郝明国严厉拒绝。”枣庄
矿业矿业集团铁运处的工作人员介绍道。

迫于压力司机将汽车倒回道口附近，而等
肇事司机回到道口附近时，郝明国身上的衣服
已经全部湿透了，汗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从脸
上不停地流下。接到汇报后工务段值班人员、
公安科值班人员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及
时联系车辆所属公司进行妥善处理。在公安科
的协调处理下汽车所属单位答应赔偿损失，并
修复被撞坏护栏。

据了解，枣庄矿业矿业集团铁运处对郝明
国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不为诱惑所动的精神
进行了表彰。 （记者 刘一单）

日前，台儿庄区张山子镇黄邱村22
岁的李潘在敬老爱幼方面表现突出，被
评为“枣庄市乡村好青年”，并代表全市
参加“山东省乡村好青年”评选，这也是
该区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李潘出生于 1992 年，可是她却是
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2004年，父亲
因患尿毒症去世，母亲精神失常离家出
走，在巨大的不幸面前，年仅 12岁的小
李潘义无反顾地挑起家庭重担，无怨无
悔地照顾着年近九旬的奶奶和智力残
疾的弟弟、年幼的妹妹。她每天早上六
点起床做饭，每次吃饭都得先扶着奶奶
坐起来，再把弟弟妹妹哄过来，然后把
饭菜摆放到他们面前，姑姑看不下去，
把李潘的妹妹带走抚养，这减轻了李潘
不少负担。

前些年，爱心单位帮着她家盖起了
新瓦房，但是房内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
容，没有沙发、桌凳和橱柜，家里的电器
只有一台 17英寸的老式电视机和一台
旧洗衣机，床上的铺盖是民政部门救助
的。在她家的院子里，有两件物品特别
显眼：一件是摆放在小桌上的十字绣，
上面绣着火红的杜鹃花，另一件是一套
崭新的煎饼机。原来，绣十字绣是李潘
闲暇时最大的爱好，杜鹃花是她最喜爱
的花儿。煎饼机是她托姑姑买的，她想
没事时在家摊煎饼卖钱补贴家用……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但是，10年
来，李潘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
服或一瓶便宜的化妆品，她的外表也许
并不美丽，但是她的心灵却像火红的杜
鹃花一样让人怜爱、心生敬佩。李潘的

事迹在各级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强
烈的社会反响，经常有好心人来看望她
们一家。2014年1月24日，李潘被评为

“台儿庄区好人”每周之星。
现在，李潘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奶

奶和弟弟妹妹身体健康，她表示，即使
自己将来找了男朋友，也不能离开奶奶
和弟弟妹妹，不能离开这个家。滕州的
一位家境不错的小伙子了解到李潘的
动人事迹后，被这个心地善良的农村姑
娘深深感动了，他表示要和李潘携手共
度人生，共同承担家庭负担，照顾一家
老小。目前，小伙子已经和李潘取得了
联系。在此，我们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有情人终成眷属。

（特约记者 张严新）

90后姑娘挑起家庭重担
黄邱山套走出“乡村好青年”

近日，华夏人寿枣庄中支总经理王琳率公
司关爱志愿者与相关人员一行前来慰问枣庄市
三合街敬老院的老人，为老人们送上了米面油
等日常生活用品。王琳总还亲自走进老人们住
宿的房间嘘寒问暖，与老人们拉起了家常，了解
他们的生活状况。

此次由华夏人寿枣庄中支与市中区民政局
联合开展的“重阳行动”，率先拉开华夏人寿
2014年客服节序幕。“华夏人寿 2014年金秋客
服节”围绕抗战老兵、老年人群体和公司老客
户，以“重阳行动、老兵行动、连心行动”为主题，
接下来，华夏人寿枣庄中支将继续寻找抗战老
兵、空巢贫困老人，继续推进“重阳行动”深入展
开。 （通讯员 于秀龙 文/图）

近日，峄城区对评
选出来的20名爱德之
星、诚德之星、孝德之
星、仁德之星进行表彰，
他们是全区爱国守法、
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
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典
范。

（记者 孙明春 摄）

道德模范
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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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慰问献爱心

货车刮坏铁道护栏
好职工冒雨追百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