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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滔滔，层峦迭嶂。乡镇村
落，星罗棋布。

傈僳族小姑娘密小花住在怒
江州福贡县的一处山腰上。先天
性的听觉障碍，几乎阻断了她与外
界的一切交流，她又大又圆的双
眸，饱含着对外界的好奇。

6月 29日，怒江州特殊教育
学校的老师们专程来到密小花家
里，接她到学校上学。已经9岁的
密小花，从没上过学，但当特校老
师在画纸上画出国旗、教室等图案
时，她马上就在国旗处涂上了鲜艳
的红色。

夏季的怒江汹涌、咆哮着，但
在密小花的世界里却始终是静默
的。从密小花跟随特教老师走出
大山、走进学校的那一刻起，“一个
都不能少”的暖流，便悄无声息地
浸润在这个小女孩的心田。

暖心：
劝学团翻山越岭接娃娃

怒江州特殊教育学校创办于
1994年，是全州唯一一所为听力
等适龄残疾少年儿童提供康复教
育的综合性九年义务教育全寄宿
制学校。

免收学费和伙食费，并不能完
全扫除特殊少年儿童和学校之间
的“障碍”。怒江特校校长邓吉祥
表示，学校140多名在校学生中，
近三分之一住在山上，信息的闭
塞、对特殊教育的不了解、经济条
件的限制，使得部分家长不愿意把
孩子送到特校学习。

正因如此，怒江特校还承担着
一份特殊的任务——深入全州各
乡镇开展劝学工作。来自珠海市
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李浩，从去年
驻点支教开始，便主要负责这项

“接娃娃”工作，翻越怒江的崇山峻
岭为特殊儿童铺设上学路。

“要抓紧时间了，不然当天无
法往返。”6月 29日上午 8时 30
分，升旗仪式刚结束，怒江特校副
校长杨银平便催促大家赶紧出发，
同行的还有教务处主任乔婕、教科
研主任李浩以及本报记者。

此行目的地是离学校120公
里外的福贡县子里甲乡。记者粗
略统计，在出发后的第一个小时
里，汽车转了180多个弯。乔婕虽

“身经百战”，也出现了晕车症状，
此时全程才走了三分之一。杨银
平介绍说，现在路都通了，条件已
经好很多了，“十几年前接小孩时，
经常要滑溜索跨过怒江。”

当天上午10时52分，劝学团
到达子里甲乡后，“钻”进路边一条
不起眼的山路。汽车沿着狭窄崎
岖的山路，拐过多个掉头弯后到达
俄科罗村。下车后，大家沿着一侧
是峭壁、一侧是山谷的半米小路缓
慢步行，最终在11时30分到达密
小花家。

密小花一家住在当地政府为
他们新建的钢基础吊脚房。房内
空空荡荡，仅有床铺和简单的家
具。吊脚房周边是一片玉米地，
密小花家养的鸡在其中穿梭觅
食。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陌生人，
密小花背靠栏杆把身体往后缩，

好奇而又羞涩地盯着眼前的老师
们。李浩蹲下身体，微笑着用简
单的手语尝试跟她交流。在交流
过程中，李浩在纸上勾勒出学校
的轮廓，让她帮忙上色，用这种特
殊的方式告诉她什么是学校。她
兴奋地配合着李浩，在纸上涂抹
着鲜艳的色彩，不时咧着嘴、扭动
着小脑袋、转动着黑色有神的眼
珠，开心地笑着……

担忧：
父母放心不下从未离家的女儿

据密小花的父亲和荣强回忆，
密小花 3 岁时被发现有听力障
碍。在女儿6岁时，和荣强因经济
等原因没有把她送到怒江特校。
一家七口，只有和荣强一个劳动
力，打散工、种玉米等加起来的收
入，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娜大姐是和荣强的邻居，家里
有一个女儿在特校上学。今年开
学时，娜大姐跟学校反映了密小花
的情况，并告诉和荣强，她女儿在
特校学到了很多东西。想把密小
花送去上学的愿望，再一次在和荣
强心里燃起。“她虽然听不见，但平
时在家十分懂事，我也想她学一点
知识。”他说。

得给女儿一点生活费、女儿从
没离开过父母……和荣强依然有
着各种担忧。在来密小花家前，怒
江特校与和荣强多次联系，劝说他
答应把密小花送到特校。尽管手
头不宽裕，在老师上门接密小花的
这天，和荣强一早便带着密小花下
山来到乡里，给她买了新鞋子和新
衣服。

经过对密小花的评估，李浩和
同事确定她符合特校的接收条
件。这本该是个让人开心的消息，
但母亲桑志琴给密小花收拾东西
时还是忍不住落泪。李浩建议桑
志琴，如果放心不下，可以一起陪
读几天。平时连乡里都很少去、而
且严重晕车的桑志琴鼓起勇气，决
定陪女儿一起去学校。

下山途中，李浩心情十分愉
快，眉飞色舞地和同事畅聊起密小
花的未来，“她眼睛又大又有神，手
脚也灵活，可以往手工制作的方向
培养她。”

欣喜之余，李浩又想起已经尝
试接了两次的小男孩和润。每次
去和润家里，李浩需提前一天从学
校坐车去到兰坪县，住一晚后再坐
车 3个小时，走上4个小时的山
路，到达和润所在的计夺鲁小组。
和润今年11岁，虽有轻度智力障
碍，但具备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

“最大的障碍还是父母的担
心，他连村小组都从没离开过。”李
浩说，他们近期还会再去和润家里
劝学，让孩子跟父母一起来学校

“试学”，“上学对于特殊孩子来说
是一次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入校：
第一节课就让妈妈买课本

6月 29日中午，在去学校的
路上，密小花探着身子，好奇地打
量着汽车上的方向盘，此前她未曾
离开过福贡县。汽车启动不到半
小时，密小花便晕车呕吐。妈妈帮
她擦完嘴后，她又继续把身子往前
挤了挤，盯着车前的风景。

在当天中午歇脚吃饭时，桑
志琴因担心自己晕车基本没怎么
动筷。但在重新启程后，她还是
几乎吐了一路。她闭着眼睛，把
头靠在了摇下玻璃的车窗处。泪
水滑落她的脸庞，在呼呼的风中
留下一道道泪痕。“女儿一开始肯
定会不适应，再辛苦我也要一起
来。”她说。

当天下午6时，载着桑志琴母
女俩的汽车缓缓驶进怒江特校。
其他孩子们比划着手语，兴奋地欢
迎新同学的到来。在宿舍放下行
李后，同学们已经拉着母女俩的手
要带她们去吃饭。

6月30日，密小花第一次踏
入课堂。这是一节数学课，黑板上
的数字、老师的专业手语让密小花

有些难以理解，她不时地望向站在
窗边的妈妈求助。桑志琴指了指
自己的眼睛，又指了指黑板。密小
花努着嘴，有些不情愿地把头转向
了黑板。在第一节课结束后，密小
花跑向妈妈，指了指其他同学桌子
上的课本，比划了写字的动作，又
指了指自己。

“她是让我给她买课本，看来
她愿意待在这里。”在离家的20多
个小时里，桑志琴始终十分纠结。
桑志琴只上了小学一年级，从没走
出过怒江。但她明白，上学能让女
儿过得更好，“如果有机会，我希望
她能到昆明或是全国其他地方上
学。”

在怒江特校的图书馆，33岁
的和继圆正在整理图书。同样有
听力障碍的他从1996年起在该校
上学，初中毕业后到昆明学习美
术，现在是该校的美术老师及图书
管理员。

他通过手语告诉记者，在特校
的9年时间里，他学到了画画和积
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是我的母
校，我想留在这里帮助更多像我一
样的特殊人士。”

自1994年开始办学以来，先
后有近400名学生从怒江特校毕
业。曾经无助、迷茫的他们，在怒
江特校第一次接受了教育的熏陶，
找到了回归社会的“钥匙”。

“义务教育要有保障。”在全社
会的通力合作下，控辍保学的合力
正在逐渐形成。随着“特殊教育”
的推进和普及，“一个都不能少”的
美好愿景正在怒江州逐步成为现
实，越来越多的“和继圆”和“密小
花”有机会通过教育走出大山、融
入社会。

7月 29日，是密小花到怒江
特校上学刚满一个月的日子。记
者通过李浩了解到，密小花学会了
课间操，可以开心地跟同学们一起
做游戏。更重要的是，她已经能慢
慢地用手语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个
崭新世界的大门，正朝她打开。（密
小花、桑志琴、和荣强、和润均为化
名）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佘映
薇 本报驻怒江记者韩科报道：近
日，由珠海、怒江联合开展的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中小学教师教育信
息化应用能力培训班举行，一连
五天为全州56名中小学骨干教
师“充电”，进一步提高怒江中小
学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和现代化
教育水平，为构建智慧课堂提供
智力支持。

本次活动由怒江州教育体育
局主导，珠海驻怒江扶贫协作工作
组和怒江州教科院承办。活动邀
请了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信
息化教学团队开展专题培训，该团
队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信息化教
学大赛奖项。培训课堂上，教学团
队以实战为主、理论为辅，在培训
中渗透各种信息化教学手段，带领
中小学两组教师掌握实战磨课技
巧及信息化教学理念。

据了解，94%的参训教师没

有制作过微课，66%没有参加过
教学类比赛，他们对“教学设计”

“信息化手段”“课堂互动”等教学
技巧有迫切提升的意愿。参训教
师报名后提前进入“信息化教学
大课堂”平台，根据指引加入网络
学习平台，参加头脑风暴、话题讨
论并上交作业，从学生角度感受
信息化教学及网络学习平台的高
效与便利。

“很累但很充实，短时间内我
的能力提升非常明显。”“培训干
货满满，希望以后有机会去珠海
学习。”参训教师纷纷为培训点
赞。

培训结束后，参训教师通过
理论考核、教学设计、说课PPT、
微课四部分内容考核，经评审后
共有30名教师获得怒江州中小
学教师信息化应用能力培训班作
品评比一、二、三等奖，并获“优秀
学员”荣誉称号。

珠海怒江联合开展教育信息化教学培训

为50余名怒江中小学教师“充电”

本报讯 记者苑世敏报道：记者从
团市委获悉，日前，团省委、省青联正
式公布第一批“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家
园”（以下简称“大湾区青年家园”）名
单，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为珠海唯一
入选的“大湾区青年家园”。

据悉，“大湾区青年家园”是由广
东省青年联合会、（香港）新家园协会、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合作为粤港澳青
年打造的实体服务机构，依托粤港澳
三地服务机构，整合大湾区青联组织
专业及社会力量，为来粤求学、就业、
创业及生活的港澳青年及内地新赴港
澳青年提供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融
入湾区发展，不断提升获得感、增强成
就感。

目前，粤港澳三地共有“大湾区青
年家园”30家，广东16家，其中珠海现
有“大湾区青年家园”1家。

记者了解到，横琴·澳门青年创业
谷是横琴自贸片区重点打造的创业孵
化平台，是粤港澳深度融合发展的重

要载体，旨在培育澳门和内地青年创
业团队，加强两地青年交流互动，实现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帮助青年在横琴
实现创新创业梦想。

在团市委、市青联指导下，横琴·澳
门青年创业谷以创新创业为主题，为
港澳青年提供信息咨询、社会融入、
实习就业、创新创业、成长发展、期
望管理等“大湾区青年家园”配套服
务，累计开展创业大讲堂、创业导师
咨询日、政策解读、CEO下午茶等活
动 57场次，助力港澳青年融入内地
生活。

“‘大湾区青年家园’是团市委、市
青联港澳青年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实
体阵地。”团市委宣传与统战联络部部
长李少源介绍说，下一步，团市委、市
青联将依托“大湾区青年家园”，高质
高效推进港澳青年服务体系建设，不
断提升港澳青年融入珠海生活、工作、
学习的便利性，为粤港澳大湾区澳珠
极点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7 月 28
日，2020年中医药创新发展论坛暨粤
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业科技成果对接
会在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举行。

本次活动以“传承、创新、合作、共
享”为主题，分为“中医药创新发展论
坛”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业科技
成果对接会”两大板块，邀请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
礼，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肿瘤研
究所所长周岱翰等多位专家就中医药
传承创新及国际化发展作主题演讲与
分享。

“粤港澳中医药科技合作已具有一
定基础，我们将从加大专项支持、鼓励
产学研合作、加强国际合作这三方面发
力，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业

创新发展。”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劳帜
红表示。

论坛期间，“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
产业科技成果对接行动”正式启动，共
发布8项中医药成果、6项合作项目签
约，并征集了一批中医药成果，其中包
括针对新型冠状病毒防治等近两年来
获省级奖项的优秀中医药科技成果，将
在网络平台同步展示。

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下的首
个落地项目，位于横琴的粤澳合作中医
药科技产业园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推动粤澳中医药产业合作的重
要载体。

“我们将充分立足横琴优势，为本
次对接会上的优秀项目提供落地载体、
投资服务等方面的支持，促进中医药科
技产学研深度对接。”横琴新区管委会
主任杨川表示，横琴正在积极谋划与澳
门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机制，为中医药科
技成果转化创造独特又有吸引力的环
境，为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作出更大贡
献。

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业科技成果对接会在横琴举行

守正创新促产学研深度对接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张景璐报道：
7月30日，香洲区教育局举行香洲区
教育系统媒体监督员聘任会议，这是香
洲区教育局首次聘任媒体监督员。

本次聘任了来自《南方日报》《羊城
晚报》《南方都市报》及珠海传媒集团等
单位的8名媒体人担任香洲区教育系
统媒体监督员。现场为媒体监督员颁
发了聘书。

会上，受聘的媒体监督员就新形势
下如何加强教育宣传工作建言献策，并
对香洲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
题展开热议。多名媒体监督员表示，香
洲教育系统聘请媒体监督员，在全市教
育系统开了一个好头，希望香洲区教育

局完善媒体沟通机制，实现媒体对全区
办学单位监督的“全覆盖”，及时回应监
督意见和群众关切，打造媒体监督的

“香洲教育”模式。
“希望媒体监督员‘上岗’后，当好

全区规范办学的‘监督员’，当好全区教
育发展的‘咨询员’，当好香洲教育发展
的‘宣传员’。”香洲区教育党工委书记、
区教育局局长朱秀湖表示，媒体监督员
要充分发挥“眼睛”作用，给香洲教育

“揭短挑刺”，发现并指出香洲区教育系
统在办学行为及作风建设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促进全区教育系统转作风、提
效能，不断提升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
幸福感。

香洲区教育局首次聘任媒体监督员
促进全区教育系统转作风提效能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张景璐报
道：近日，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挂出“关
于珠海市香洲区教育局申请办理珠海
市博爱幼儿园拆除重建项目《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的批前公示”。记者从
香洲区教育局获悉，博爱幼儿园将于
原址重建，原幼儿园在两个月前已拆
除完毕。

重建后的幼儿园位于香洲南香里
一街24号，占地面积4954.23平方米，
建筑面积将达到5848平方米，有地上
建筑4层，将设15个教学班，预计提供
500个学位。外观建筑设计理念源于

俄罗斯方块，同时充分运用中国传统鲁
班锁的概念。

据悉，博爱幼儿园创办于1993年，
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香里住宅区内，是
首批广东省一级幼儿园和广东省绿色
幼儿园，幼儿园原产权面积3152.52平
方米，办有11个班。因建筑防震指标
不达标而存在安全隐患，2016年该幼
儿园搬离原址，在博爱幼儿园凤凰园区
办学。

记者了解到，新幼儿园将于2021
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届时，新的博爱
幼儿园与博爱幼儿园凤凰园区将同时
办学，预计共提供学位800余个。

博爱幼儿园拆除重建

将于明年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苑世敏报道：他们自
强自立、积极进取，热心助人、多才多
艺……日前，2020年珠海“新时代好少
年”评选结果出炉，何俊鹏等10名珠海
少年上榜。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的要求，根据《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相关要求，珠
海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
联、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部门联合

开展珠海“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
动。

经各区推荐、组织评审、社会公示，
最终何俊鹏、杜烜、吴双、李瑜、邓熙健、
张佳淇、毛毅然、潘雨彤、李灏霖、周美
婷10名珠海少年获得2020年珠海“新
时代好少年”称号。

记者了解到，入选少年在学习、生
活、社会活动等各领域表现突出，他们
有的热爱班级、学习刻苦，斩获国家、
省、市各级比赛大奖；有的多才多艺、勤
奋进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的热
心助人、积极参与抗疫等志愿活动；有
的捐骨髓救父，积极为家人分担家庭负
担……他们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书写
新时代少年风采。

2020年珠海“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结果出炉

10名珠海少年上榜

李浩尝试通过画画与密小花进行沟通。

怒江州中小学教师通过培训掌握实战磨课技巧及信息化教学理
念。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