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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沙画、陶笛、绘本阅读、手语

等专业特长服务社会，推动成立家

长互助会、党员教师助力学生开“菜

档”，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2022年获评“第八批广东省学

雷锋活动示范点”的中山市特殊教

育学校，在学习雷锋精神、弘扬雷锋

精神的道路上一直在行动。

本报记者 王帆

■发挥专业力量
教师勇于担当服务社会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创办于1989年，
是一所为特殊孩子提供从小学到高中阶
段教育的公办特殊教育学校。学校主要接
收的学生类型，以听力残疾、智力残疾、孤
独症、脑瘫的孩子为主。目前学校有 56个
班，共有723名学生。

在党建的引领下，学校教师用心用情
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办实事，将学雷
锋工作和爱心帮扶工作渗透进教育教学、
团队建设、学校发展、社会服务等方面。

多年来，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们
不断以沙画、陶笛、绘本阅读、手语等专业特
长服务社会，在扶贫支教、扶困助残、爱心慈
善、志愿服务等工作中争当先锋，弘扬大爱，
为中山市这座博爱之城增添温暖色彩。

“多年来，学校的青年教师们不辞辛
苦，长年利用业余时间，为电视台、残联、
法院、检察院、民政局、公安局等机构开展
公益手语翻译工作。”中山市特殊教育学
校副校长巫晓丹介绍，这些翻译工作，为
残疾人了解社会新闻架设桥梁，为残疾人
活动提供支持，为破获聋人犯罪案件提供
协助。

扎根特殊教育20多年的巫晓丹，是青
年教师的代表之一。十多年来，她在市电
视台担任手语主播，没有休过完整的周
末，每周末都有半天的时间坚守在电视
台，开展新闻手语翻译。

同时，她还带动青年教师团队，参与
到图书馆、银行窗口、企业等的手语翻译、
手语培训志愿服务中，不断搭建残健沟通
桥梁，解决沟通障碍难题，使残疾人士能
够更好地走进社会，共享文明成果。

“通过培训，许多机构的工作人员，能
够与有听力障碍的残疾人士进行沟通，助
力残疾人士顺利办成业务。并且通过无障
碍沟通，不断向残障人士传递社会的友
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共享社会福利，获
得更强的幸福感。”巫晓丹表示。

■成立“家长互助会”
为困难家庭带来曙光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家庭中，

有不少家庭是困难家庭。为了帮助这个群
体，2005年，在学校的倡导下，家长互助会
成立。18年来，家长互助会开展互帮互助
活动，帮助许多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走出困
境，重燃希望之光。

家长互助会副主席萧润柱介绍，每
个学期，互助会的家长代表和学校领导、
老师们，都会开展困难家庭慰问行动，送
去慰问金和物资。另外，在多方的捐助
下，家长互助会帮助困难家庭的家长和
孩子购买了保险，帮助他们渡过人生中
的难关。

“学校曾经有一位住在东凤镇的 2020
届毕业生，孩子的爸爸患癌症后去世了，
家庭一下失去了经济支柱，并且因为爸爸
的治疗，家庭在花光积蓄的同时还借了
钱。”萧润柱说，家长互助会在探访过程中
发现了这个问题后，帮助这个家庭争取保
险赔付，最终获得赔偿金十万元，解了燃
眉之急。

“18年来，家长互助会成为家校之间
的坚实桥梁，学校老师和家长互助会的家
长们特别暖心，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只要
听到谁家有困难，大家都是非常齐心地全
力去帮忙。”萧润柱感慨道。

记者了解到，学校的家长互助会被评
为“2012感动中山年度人物”评委会特别
奖，获评“2013中山市关爱儿童十大最得
力措施”。

■助力学生开“菜档”
增强学生融入社会的技能

从2021年起，中山市竹苑市场的一个
普通菜档口总是受到关注。因为这个菜档
口的工作人员，是来自中山市特殊教育学
校培高年级的学生和毕业生们。

学校的党员教师们定期带学生到竹
苑市场的固定档口开展实践活动。在教
师的指导下，学生们热情有礼地与顾客
打招呼，了解顾客的购买需求，不断称重
收钱、整理菜品，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与
社会人士打交道的能力，增强融入社会
的技能。

“多年来，学校紧贴残疾青少年的就
业需求，不断解决他们的就业困难。”中山
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卢超文介绍，学校建
立政府、企业、学校、家庭、志愿者“五位一
体”的多方联动机制，借助社会爱心力量，
从2021年起在竹苑市场正式启动“爱心实
践基地”，通过市场卖菜实践，为学生融入
社会打下扎实基础。

“因为能力的问题，学生们需要协助，
学校党员老师和家庭志愿者们，都是利用
自己的时间，轮流去帮助同学们，体现了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大爱的精神。”卢超
文表示，这么多年来，学校老师和家长们，
拥有极高的责任担当和挺身而出的奉献
精神，为残疾学生撑起希望的晴天，也进
一步推动了特教事业的内涵和发展。

他们用心做“专业的雷锋”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老师发挥专业技能弘扬雷锋精神，为残疾学生撑起一片天

同学们在竹苑市场“爱心实践基地”参加实践。 通讯员供图

■音乐发烧友钟情做公益，让
身边长者都能发挥余热

提及小榄镇长者志愿服务队，离不开
该服务队队长李炎荣。

1951年出生的李炎荣，是一名富有艺
术气息的老志愿者。2006年，临近退休时的
他开始思索，应该如何解决退休后精神空

虚的问题？谁来照顾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我年轻的时候是一名音乐发烧友，

钟情于文艺事业。”念及于此，刚好也得到
一群志趣相投的音乐好友支持，李炎荣便
主动请缨，挑起大梁，他以小榄龙山公园
为“大本营”，充分发挥自己的音乐特长编
排广场舞，自费刻录光盘，供爱好者练习。
至此，歌声总在龙山公园的广场响起，吸
引了一批又一批中老年人前来习练。

随着志愿服务的深入，2008年，李炎
荣在小榄镇宣传文化中心的支持下，注册
成立了“小榄镇龙飞乐团”民间非营利组
织，开展文体志愿活动；2019年，李炎荣成
立了小榄镇长者志愿服务队，让身边的长

者们能够发挥余热。他与其他长者组建起
了小榄镇金剪刀志愿服务队，为镇内残疾
人、行动不便的长者提供上门义剪服务，
已超过100场。

同时，李炎荣还开办了长者学堂手机
微信班，长期担任义工老师，让老年人更
好掌握现代通信方法，更好地与家人沟通
交流，和睦家庭关系，让老年人实现“退休
不褪色”。因积极参与助老志愿服务，2020
年李炎荣获评为2020年全国“敬老爱老助
老模范人物”。

■“自助”“乐人”“乐己”，越来
越多长者成为志愿者

刚退休不久的梅姨曾是长者学堂微
信班的一名学员，自己经过学习之后，与
家人、社会的沟通顺畅了许多，感受到了
智能手机带给她的便利，在通过培训后当
上了一名长者学堂的微信老师。

李雪娟也曾是长者学堂微信班的一
名学员，热衷于志愿服务的她在得知微信
班招募老师时，她义不容辞地报名参与。
为了通过“再就业”前的考核，娟姨每天抽
出一小时进行练习，并借来不同版本的手
机型号逐一测试。很快，娟姨通过了考核、
培训后，成为了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义工老
师。“退休并不代表要脱离社会，能帮到人
的话自己也会很开心。”娟姨说道。

许多像梅姨、娟姨一样的长者在李
炎荣的带领下，也从此踏上了助老志愿
者的道路。据了解，手机微信班至今已经
开办了 60 多期，培训学员 1000 多名，累
计培训时数超过 1000小时，李炎荣已制
作的名为“小榄镇长者学堂：超越 100微
信课堂”的课件也增加到五十多页，从使
用微信聊天、收款发红包到扫健康码看
核酸结果，日常长者们常用的各种功能
一应俱全。

古人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人
们的既有观念里，老年人是弱势群体，本
应是被帮扶的对象。但在小榄镇长者志愿
服务队内，可以看到长者们的真情付出、
默默贡献，用实际行动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真正发挥了夕
阳的余热。

玩音乐，玩手机，这群老人“乐”于助人
小榄镇长者志愿服务队获评“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参与志愿者活动，既是“助人”，

也是“自助”；既是“乐人”，同时也是

“乐己”。在中山市小榄镇，有这么一

群特殊的志愿者，他们本是儿孙满

堂、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却依然活跃

在各类志愿活动中，如同荧荧烛火

一般传递善良与温暖。

这群长者志愿者来自小榄镇长

者志愿服务队，据了解，该志愿队于

2019年成立以来，为老人提供义

剪、探访、节日慰问等系列志愿服

务。近期，该志愿服务队被评为

2022年度中山市学雷锋志愿服务

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得

到了社会广泛的好评与肯定。

本报记者 李鑫

小榄镇长者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 受访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