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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教育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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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苏富梅的丈夫曾因家
人生病着急，突然失明了几天。

视力恢复后，丈夫拉着苏富梅
的手说：“你可得对孩子们好，看不
见太难受了！我这才几天，走路不
敢迈步，拿东西怕撞到墙⋯⋯孩子
们不易，你们也不易。”

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切身体会
到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的痛苦。
正是因为对这种不易感同身受，苏
富梅才在特教岗位上坚持了41年。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05 年春
晚，由 21 名聋哑演员表演的《千手
观音》火爆全国，获得了当年的春晚
节目评比一等奖，领舞邰丽华也成
了残疾人的优秀代表，2008 年还参
加了北京残奥会开场表演。

苏富梅说，当年观看春晚时，她
就激动得泪流满面。春晚之后，她
能明显感觉到，整个社会对特殊学
生的关注都有了提高，出门跟人介
绍自己的职业时，也有了更多的尊
重和认同。

教龄 41 年的苏富梅，本来就是
这几十年来特教领域变化的最直接
感受者。

她记得，过去有些特殊孩子十
三四岁才入学，但现在特殊孩子的
入学年龄大多已经低至两岁；过去
一般只有城市的特殊孩子才有入学
可能，现在农村特殊孩子占在校学
生比重已达七成；过去在特教学校，
读到八年级、九年级毕业，特殊孩子
就无学可上了，现在想学技术有技
术，想读大学有大学。

在这些变化背后，苏富梅看到
的，是教育的力量。

苏富梅的一名学生，成年后失
明，一度成为家庭的拖累。学会中
医按摩后，在张家口开办了两家按
摩店，不但解决了自家的生计问题，
还招收了多名职工，成为当地的创
业明星。

“在我们的教学经验中，年纪稍
大、掌握一定技能的学生，认知能力
和生存能力明显增强。孩子们能更
好地融入社会，就不会被坏人带入
歧途。”苏富梅对此越来越有信心。

这种信心，来自苏富梅和同事
们的坚持，也来自政府越来越有力
的支持。

2014 年，国家出台《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2014—2016 年)》。我省
也为此提出了相应政策保障，义务
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
经费标准高于普通学校生均公用经
费标准的10至15倍，年生均公用经
费不少于 6000 元，有条件的地区已
经超过 10000 元。同时，在义务教
育“两免一补”基础上，对农村家庭
经济困难寄宿生、享受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寄宿生发放生
活补助费，补助标准为小学生每生
每 年 1000 元 ，初 中 生 每 生 每 年
1500元。

苏富梅亲身感受到的，还有国
家在特教教师待遇上的政策倾斜。

2012 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特殊
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已明
确规定落实特殊教育津贴，确保国
家规定的特殊教育教师工资待遇政
策落到实处，教师职称评定也开始
向特教老师倾斜。

或许，正如苏富梅自己说的，今
天的特教成果，从来也不是某一个
人的工作，而是很多代、很多老师共
同努力的结果。但正是她这样的坚
持和她见证的变迁，让我们看到，教
育是没有界线的，并不分特殊和非
特殊。

文/记者 白云

她是孩子们的苏老师。
身材瘦小，拥抱起来甚至有点
硌人，但总是面带微笑，她不
会让孩子们感受到一丁点的
不耐烦。

她是孩子们的苏妈妈。
在校的孩子们喜欢让她摸摸
头。走出学校的孩子们喜欢
找她沟通，让她帮找工作、找
对象、主持婚礼，连学生生孩
子都要找她跟进产房当翻译。

从事特教工作整整 41
年，她一直在为特教事业而
忙碌。

今年，她获评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

她就是张家口市特殊教
育学校校长苏富梅。

［阅读提示］

苏富梅：特殊孩子的特殊妈妈
□记者 白 云

[记者手记]

苏富
梅和特殊
学校的孩
子一起吃
午饭。

苏富梅在和特殊学校的孩子们交流。

41 年，从门外汉到特
教领域“教授”

9 月 5 日，记者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见
到苏富梅时，作为 2017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十位当选者之一，她刚和其他当选人参加
完教育部组织的参观回来。

“从教 41 年来，她执着坚守特教热土，
一心扑在残疾孩子身上，为孩子们撑起一片
蔚蓝的天空⋯⋯”这是 2017 年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评选组委会给苏富梅的评语。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苏富梅看起来很疲
惫。因为长年贫血，她的白细胞和红细胞都
低于正常值，身材瘦弱到了拥抱起来都稍显
硌人的程度。但说起学校、孩子，她的面部
表情马上就会活跃起来。

“我就是喜欢他们，说不上为什么，从看
见的第一眼起就不烦。”

苏富梅说的第一眼，要追溯到 41 年
前。当时苏富梅初中毕业，因家庭困难，被
介绍到张家口盲聋哑学校（张家口特殊教育
学校前身）当代课老师。

刚到盲聋哑学校时，这个年轻姑娘什么
都不会，“和聋哑孩子交流需要手语，她比划
的我不懂，我比划的不规范。”为了尽快实现
和孩子们无障碍沟通，苏富梅开始拼命练习
手语。

向老教师请教，找手语好的学生学习，
在学校练，回家练⋯⋯那段时间，苏富梅的
母亲看她每天到家也不言声，只管一个人比
比划划，不禁发起愁来，认为“这闺女魔怔
了”，生怕她找不着对象。

半年之后，苏富梅就成为学校开大会时
站在主席台上的同步手语翻译，还被聘请为
张家口市第二届残疾人联合大会的手语
翻译。

采访进行中，苏富梅说到兴奋处，会不
由自主地比划几下，这是多年教学养成的习
惯。她生怕坐在对面的交流对象不明白。

让学生明白，还要让别人明白学生表达
的意思，这是特殊教育的初级目的。

一部分特殊学生，来到学校时都十多岁
了，有的甚至不会说话，不能完整地表达一
个句子。

“有的家长送孩子来时抹着眼泪跟我
说，孩子现在什么都不会，话不会说，字不会
认，家长老了、死了，孩子怎么办？”苏富梅
说，“攥着家长的手，我也着急。这么大了，
再不学就过了最好的时候，可得抓紧。”

从吹纸条、闻花开始练气息，“就这样，
锻炼舌头。”苏富梅张开嘴，努力让舌头动起
来，给记者演示训练过程。

教特殊孩子认识事物，和普通的教学很
不同。要教“爸爸”，就要孩子们带一张自己

爸爸的照片，不然有的特殊孩子可能会认为
“留平头的男的”都是爸爸。认识“杯子”，老
师在课堂上就要拿一个杯子，但有的特殊孩
子只认为课堂上的这个杯子叫杯子，换一个
则不认识了。

“讲、看、演、练，都是磨出来的。”苏富梅
要教“理发”两个字，就带着孩子们去理发
店。教“商店”就带着孩子们去商店。教“洗
澡”就真带着孩子们去洗澡。“我一个人领着
一群孩子去洗澡，那么多人一点声音都没
有，我手语翻译给孩子们解释，这是什么，那
是什么⋯⋯”时常遇到人议论，“看啊，一个
大哑巴领着一群小哑巴。”苏富梅就假装没
听见。

时光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努力前行的人。
2016 年，当了 12 年特级教师的苏富梅

评上了正高级教师，相当于教授。但在她看
来，对自己工作更大的肯定，是“让特殊学生
尽快进入社会，适应社会”。

不久前，苏富梅的学生参加了央视节目
的录制，一群视障学生表演的舞蹈《触梦》获
得了“《群英汇》栏目荣誉返场”的邀请函。
今年 3 月，她的 7 名学生还代表中国赴奥地
利参加了第十一届世界冬季特殊奥林匹克
运动会雪鞋跑和雪地狂奔项目，获得 5 金、3
银、4铜的好成绩。

一名学生家长得知孩子成了世界冠军
的消息后，激动地抱着苏富梅大哭：“我都没
想过孩子还能有这一天！”

说到学生的这些成绩，苏富梅就格外精
神。“他们说我说起学生就亢奋，我就是亢
奋。没什么比通过老师努力看到学生有出
息，能在社会上立足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走出校门，她是孩子
们的苏妈妈

很多人看到特殊孩子时，眼神中会流露
出异样。

但在苏富梅的小女儿张丽群眼里，她的
母亲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概念，“她对特教学
校孩子的爱，甚至超过了对我们姐妹俩。”

1983 年，苏富梅怀了双胞胎，穿 36 号
鞋的脚，肿得套上了 41 号鞋。学生看她坐
板凳批改作业腿肿、脚肿，就替她把板凳放
倒了坐，可以把腿放平些。等苏富梅要站
起 来 时 ，俩 学 生 早 早 跑 过 来 搀 她 ，一 边
一个。

两个女儿 7 月 21 日出生，这年学校 7 月
20日放暑假。苏富梅愣是坚持到放假，一天
没歇。

苏富梅的付出，孩子们都记在了心上。
青春期的男生不好管，特教学校的学生

更不好管。有时老师说得快，手语跟不上
时，个别男同学听不明白就容易激动，甚至

会动拳头。在很多特教学校，老师们都挨过
学生的打。苏富梅说，她印象中很少有男同
学这么对自己。问她为什么，她脱口而出，
你要尊重他们。爱他们，坐下来跟他谈，他
会懂，他也会爱你。

所有的爱都是相互的。
从1998年接任校长，苏富梅每天早7时

30分到校门口迎接师生，每天都有学生一定
要跑到苏富梅的身边，专等着让苏富梅摸摸
头。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个情景，却每
天都在张家口特教学校上演。

每次，轮到苏富梅值夜班、要住在学生
宿舍时，学生们总会跑前跑后帮苏富梅抱被
子。孩子们还相互打听，苏妈妈什么时候到
我们宿舍来？

她对孩子们的爱，也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和支持。

苏富梅的老父亲患病入院期间，每到苏
富梅陪床，老人早上 5 时许就推醒她。“让我
赶紧走，快去看看学校的孩子们。说‘他们
离开你不行，我还有你弟弟’。”说到这，苏富
梅眼圈红了。

如果说校内对学生的关爱如何做都是
分内的、应该的，那么苏富梅把对特殊学生
的关注延伸到毕业后，更对得起“苏妈妈”这
个称呼。

苏富梅参加过绝大多数学生的婚礼，不
但要随份子，还要上台主持当司仪，口语手
语一肩挑。

结婚前管，结婚后的家务事，她也管。
有一次，一个学生和婆家闹矛盾，“一个电话
打到学校，我和学校书记大晚上直奔宣化。
张家口这边冬天冷得出手冻死人。我们赶
过去，听完婆家老人的意见，再用手语劝学
生。”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苏富梅他们说完
这边劝那边，忙到大半夜，才把家庭矛盾调
解好。

学生们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问题五花
八门，苏富梅有时也得现学习现帮忙。曾有
一个学生找到苏富梅，请教父亲生前留的房
子怎么过户。苏富梅经过仔细询问才知道，
原来多年前，学生已经收取了大哥的 10 万
元钱，答应不再参与分割房子。现在随着房
价上涨，学生又动了心。苏富梅请教专业法
律人士后，把有关法规逐句翻译给学生，又
反复做工作，最终把一个潜在的家庭矛盾调
解了。

还有一个学生，妻子也是一位聋哑人。
等他们的孩子要出生时，苏富梅特意跟着进
了产房，随时把产妇的感觉、诉求翻译给医
生，再把医护人员教授的照顾孩子的技巧翻
译给小夫妻。外人看着，甚至以为苏富梅是
位精通手语的娘家人。

“自己手把手教出来的，一路看着他成
长。他稍微遇到点磕磕绊绊，我都恨不得赶
紧搭把手，还能看着他作难？”苏富梅笑呵呵

地说。

立足长远，她送特殊
孩子念大学

教育不仅开发心智，还能让这些特殊的
学生走出校门后有能力在社会上立足。

苏富梅记得，当年曾有一届非常优秀的
毕业生，被统一分配到张家口一家皮鞋厂就
业，从事的都是流水线上的工作。可没想到
才过了一年，厂子倒闭，学生们面临失业。

这对苏富梅触动很大：特教学校的学
生，如何残而有为？孩子们 9 年学业结束，
文化程度没多高，再加上身体残疾没有一技
之长，坐等社会挑选总是被动，教育的方向
是不是该调整？

其实，此前全国特教领域已经进行了一
次改革，8 年周期的教育改为 9 年，设置了和
义务教育阶段一样的课程。

苏富梅和学校的老师们一起研究，要以
9年教育为基础，进行上下延伸的改革。“上，
能念大学，学职业技术；下，开办聋儿语训
班，尽早使学生实现语言康复。”

早在 1996 年，张家口特教学校就在全
省开办了第一家盲人中医按摩班。刚开办
的时候，两年招生一次，一次招收十多名学
生。当时北方的服务业还没起步，毕业生大
多南下，靠按摩技能就能拿到不错的薪酬，
在那时可谓高薪。等这些学生在外打工几
年，攒了点钱开设自己的门店，苏富梅就介
绍下几届的师弟师妹们过去工作。

李爱民是其中一名毕业生，如今在张家
口开设了两家按摩店，全家都到店里帮忙，
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如今，按摩班一年招生两次，学员能拿到
文化和医疗两个毕业证，都能实现就业。现
在，苏富梅结合校内三类残疾儿童的特点，开
展针对性的职业技术教育：盲生开设中医按
摩职业中专班，聋生开设美容美发、足疗按摩
专业，智障学生开设家政、烹调等课程。

职业教育的成功，激发了苏富梅更大梦
想：全国各地多所高校开设了特殊教育学院
或专业，接收特殊孩子的学校多了，考上学
的概率大了，要培养特殊孩子也去读大学！

苏富梅带着同事一趟一趟地跑北京第
四聋人学校、天津聋哑学校等兄弟学校取
经，又一趟一趟地到招收特殊教育生源的山
东泰山医学院、长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北
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学习考察。“没经费，大家
就住地下室，想尽办法省吃俭用。”

回到学校后，他们开始给学生开小灶补
基础知识。2008年，张家口特教学校2名学
生考上长春大学本科。

“一所特教学校也有能力让孩子们考上
大学了！谁都想不到我们能这么厉害，一下
子出俩。”苏富梅说起这次“破天荒”的突破，
眉飞色舞。

之后，他们又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零的突
破：盲生本科突破，高考升学率百分之百，本
科录取率百分之百⋯⋯迄今为止，学校已有
103 名学生升入了高等学府，实现了上大学
的梦想。

升学率上去了，人才缺口凸显出来。直
到 2005 年，学校还没有一名全日制大学本
科毕业的老师，要教高中课程，非常吃力。

苏富梅要给学校引进人才，她把目光首
先投向了本校考出去的毕业生。“本校走出
去的毕业生再引回来，对学生更有激励意
义，也是榜样。”

本着这样的考虑，曾在张家口特教学校
接受过小学教育，自学考上长春大学的盲人
毕业生单海军进入苏富梅的视线。给单海
军跑编制，帮他的爱人安排工作，苏富梅忙
前忙后。“我就是想让其他学生看到努力的
希望，努力不但可以考上大学，还能有一份
好工作。”近几年，苏富梅先后引回 3 名本校
出去的大学毕业生回校工作。

苏富梅说，一切能推动特教学校发展的
路子都要蹚一蹚，一切能提高特教学校水平
的办法都得试一试，一切能优化特教学校教
学质量的渠道都要走一走。

本版图片均由张家口特教学校提供

苏 富 梅 在
教 特 殊 学 校 的
孩子认识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