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0 日，2024 年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拟表彰对象的公示结束，重庆

市特殊教育中心榜上有名。

一所招收视障学生的学

校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带

着疑问，在这个暑假，记者跟

随老师们的脚步，参加了他们

坚持了 14 年的家访活动。从

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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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是重庆市唯一

的视障教育学校，先后获评“全国特殊教

育先进单位”“全国特殊教育信息化教育

先进单位”“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单

位”。2011年成立的扬帆管乐团已发展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盲人管乐团，曾在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上演奏会歌。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张燕

14 年来，他们走得最多的路，是蜿蜒山间
的泥泞小路；14年来，他们牵挂最多的人，是那
群可爱的视障孩子。

今天，本报讲述了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的
家访故事——14 年间，老师们跋山涉水、进村
入户，和“小刺头”父亲摆过龙门阵，劝过胡崇政
母亲“帮他做不如教他做”，为拄着拐杖送别的
小冉亿奶奶流过泪。

“读书是她获得尊严的唯一方式”——这句
话，出自一次普通的家访。但这13个字，让山
间女孩陈露回到了学校，回到了无限可能性中。

这些故事，散落在重庆40多个区县，构成3
万余公里家访路上的一个个动人篇章，成为支撑
着特教中心老师们“一直走下去”的精神力量。

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的家访，为什么要坐
火车、乘轮渡、打摩的到学生家里去？

因为走到汾河镇上，才知道孩子“自私”的
背后的懂事；因为抵达孩子身边，才理解宠溺背
后都是亏欠；因为跨越山河见面，老师们才终于
理解家访的意义：爱与教，是心与心的交汇，是
人与人的共鸣。

特教中心“让每一个特教孩子享受高质量的
教育”的愿景始终如一，这些孩子生而平凡，但老
师们无悔的爱让他们能够走向不凡的未来。

14年，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什么要从大巴
山巅走到大宁河畔，从武陵山麓走到乌江深
处？因为，每一个走出大山的孩子，每一个人生
出彩的孩子，都有来处。因为，用爱丈量脚下的
路，泥泞只是曲折，跋涉只是过程，付出都有念
想，未来皆是光明。

用爱丈量
脚下的路

14 年的家访路

“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是重
庆抓经济促发展的一场“硬仗”。作为
推动改革发展落实落地的重要力量，
国企在这场“硬仗”中取得了怎样的成
绩？

今年上半年，渝北区国有企业空
港经济公司按照“止损、瘦身、提质、增
效”思路，推进盘活存量资产、清除风
险隐患、清收债权清偿债务，止损治亏
等具体工作。截至6月底，公司资产
确权和核算入账工作成效显著，办证
率、入账率均达100%。

唤醒沉睡资源。整合出让零星土
地，盘活边角土地7亩。针对低效安
置房及配套门市，积极开展行情摸排、
路径探索和政策争取等前期工作，公
开挂网处置低效资产。

加大厂房招商招租力度。针对空
置标准厂房资源，开展周边市场情况
摸底调研，积极探索整栋物业“打包出

租”运营模式，部分厂房招租已公开挂
网。

加快盘活土地资源。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新引进中药材仓储加工交易
多业态融合产业园、酒城机械智能装
备（重庆）研发生产基地、良厨科技谷
项目等一批项目，盘活用地200多亩。

探索市场化经营，推动停车场公

开招租。将4.5亩边角绿化用地通过
公开挂网招租方式，委托市场主体投
资运营集停车、充电桩为一体的生态
停车场，目前已实现运营收费。

以创新驱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今年上半年，空港工业园区完成规
上工业总产值224.78亿元、固定资产
投资 22.47 亿元、工业投资 3.06 亿

元。万向数智等8家企业申报2024
年度市级瞪羚企业进入评审阶段，荣
阳汽车等8家企业获评“专精特新”企
业。招商引进落户海南航空重庆基
地、中药材仓储加工交易多业态融合
产业园等项目6个，合同投资额73亿
元，实际到位资金9.78亿元。

“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锚定目标、攻坚克难，按照既定时
间表、任务书、路线图推进改革突破
工作，推动‘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
成势见效。”空港经济公司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在闲置低效
资产盘活，土地有效利用、资产招商、
融资化债等重点工作上增添措施，激
发国企发展活力，承担起改革发展主
力军重任，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重庆篇章中贡献渝北国企作为。

陈佳佳 郭昌盛

空港经济公司：管好用好国有资产 发挥资产最大效益

▲6 月 26 日，四川省
南充市，重庆特殊教育中
心的 3 名老师来到高一年
级学生赵梓彤（左一）的家
进行家访。

记者 刘力 摄/视觉重庆

◀6 月 26 日，合川区
兴渝路 53 号，特教中心的
老师正在检查陆鑫睿的数
学作业。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学校名片

在小冉亿家门口，冉亿奶奶（左三）拄着拐杖出门相送，老师与奶奶挥手道别。 （受访者供图）

▲6月25日，荣昌区恒荣半岛，市特教中心的老
师一见到前去家访的孩子曾梦涛（右）就给了他一个
拥抱。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李珩 李志峰 云钰

14年，41个区县（含开发区），3万余公
里，300名视障孩子的家……

从2011年开始，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开
展暑期家访活动。从大巴山巅，到大宁河畔；
从武陵山麓，到乌江深处；从重庆潼南、秀山、
酉阳、巫溪，到四川成都、自贡；他们坐火车、
乘轮渡、打摩的、靠步行……

14年间，老师们跋山涉水、进村入户，把
特殊教育理念传递给家庭和社会，用实际行
动践行“让每一个特教孩子享受高质量的教
育”的初心，用爱和温暖书写了一个个朴实而
动人的故事。

“我们对孩子的了解太少了！”
初衷是了解孩子成长环境，和

家长充分沟通，形成教育合力

“哎呀，气死人了。这个娃儿连一块饼干
都不愿和同学分享，我就纳闷了，明明我们花
了那么多工夫，这个娃儿囊个就‘不上路’
呢。”

“只要班上有同学拿了或者碰了他的东
西，他就会暴跳如雷……”

今年暑假放假前的一天，在重庆市特教
中心教师办公室里，年轻教师李乾平忍不住
向同事抱怨——班上有个“小刺头”，平时学
习倒是挺认真，但就是又小气又自私，和班上
同学的关系不融洽。李乾平找“小刺头”私下
交流了好几次，但收效甚微。

听完李乾平的抱怨，在重庆市特教中心
工作了近40年的教师叶绍喜笑着拍了拍李
乾平的肩膀说，“放假跟我们去一趟家访，说
不定可以解决问题哟！”

家访就能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带着
疑惑，8月的一天，李乾平和叶绍喜来到了

“小刺头”小真（化名）的家——奉节县汾河
镇。

看见老师来家访，小真身高只有1米左
右的父亲连忙搬出条凳让老师们在院坝里坐
下。远远地，小真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坐在
靠大门的一根条凳上，痴痴地朝着老师们
笑。小真的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电器，屋内
的角落堆满了旧杂物。

“小真很聪明，就是在班上和同学不太团
结，有时候不太懂得分享。”老师们和小真的
父亲摆起了龙门阵。

“嗯……”
“哦……”

听了老师的话，小真的父亲低下头，从嘴
里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性格内向的他并不
善于与人交流和沟通。

“他们家确实情况很具体呢！”热心的邻
居赶紧解释，小真平时懂事得很，每次放假回
家，会在鸡下蛋后第一时间把鸡蛋捡到奶奶
家，等着赶集卖了补贴家用。“你能想象吗，一
个盲孩子，他还会摸着到玉米地里掰玉米，甚
至打稻谷，真的很不容易哟！”

听到这里，李乾平吃了一惊。原来他眼
中的“小刺头”是这样一个懂事能干的孩子！
他只是舍不得让家里多花一分钱。

“要不是走进孩子家里，我们根本不知道
孩子‘小气’‘自私’的背后是什么原因。”李乾
平有些懊恼。

“其实，几乎每一个‘问题孩子’后，都有
家庭原因。我们对孩子的了解太少了！”叶绍
喜又拍了拍李乾平的肩膀说。

“了解孩子的家庭，和家长充分沟通，形
成教育合力，这是我们家访的初衷。”重庆市
特教中心校长李龙梅告诉记者，由于学校实
行住宿制，孩子们只有寒暑假或长假才会回
家，只有到孩子们家里了解掌握他们的具体
情况，才能因材施教，才能“为每一个孩子的
幸福人生奠基”。

于是，从2011年起，李龙梅和老师们就
开始了暑期家访，这一坚持便是14年。

“帮他做不如教他做”
家访是一节深入浅出的家教课，

指导家长走出教育误区

“让每一个盲孩子挺起胸膛向前走，创造
价值，贡献社会。”这是重庆市特教中心每一
位新教师入职后，入职培训的第一课。

“事实上，当了特教老师后，我们才明白，
光让老师明白这个道理还远远不够。”今年
52岁的特教中心教师张玉华说。张玉华每
一年都参加家访，2018年夏天的一次家访，
令她印象深刻。

那天他们去了五年级学生胡崇政的家。
结束时，胡崇政和父母送张玉华出门。“你知
道家门口种了什么果树吗？”看到孩子家门口
的橘子树上挂着许多青色的果子，张玉华随
口问胡崇政。

胡崇政摇摇头。
“它圆圆的，很可爱，再过段时间就成熟

啦！”张玉华牵着胡崇政的手，从树枝、树叶再
到果实，让他摸了一遍。摸完后，胡崇政还是
答不上来。

“不会吧，这种水果你家栽了不少呢！”张
玉华又带着胡崇政摸路边的小丝瓜、竹叶，他
都没摸出是什么植物。

一个10多岁的农村孩子，连家周边这些
常见的东西都不认识，张玉华吃惊地问胡崇
政的父母：“平时你们没让崇政做点力所能及
的家务？”

“老师，崇政天生眼睛不好，我们一直觉
得亏欠了他，想着能帮他多做一点是一点。”
胡崇政的父母说。

“这样其实是害了他呢，你们能照顾他一
时，但不能照顾他一世。”张玉华对胡崇政父
母说：“应该多让孩子感知、认识周围的事物，
了解生活常识，以及更广阔的世界，未来他才
能自己‘单飞’，才能走得更远。”

“帮他做不如教他做！”李龙梅告诉记者，
家访14年来，他们发现像胡崇政家这样的家
庭不在少数。对于盲孩子的教育，不少家长
并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有的完全放任不管，
有的则层层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家访就
是一节深入浅出的家教课，可以指导家长走
出家庭教育的误区。

李龙梅讲了一个例子。2011年夏天，学
校有一名叫陈露的女孩要退学，“当时，学校
已经搬迁至南山，条件很好，孩子读书也不花
一分钱，为什么呢？”李龙梅和另一名老师专
程去这个女生家里做了一次家访。

“她眼睛看不到，就算读了书，以后也找
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嫁人算了。”在陈露家
中，没念过什么书的陈露母亲直白地对李龙
梅说。

“读书是她获得尊严的唯一方式。”李龙
梅告诉这位母亲，学校的老师对学生用心用
情，希望通过教育，让盲孩子们被社会接纳，

“这种接纳不是基于同情，而是发自内心的尊
重和欣赏。如果人格不独立，没有一技之长，
即使嫁了人，也难以得到幸福。”李龙梅的话
深深打动了陈露母亲，最后，陈露得以回到学
校继续念书。

高二学生王紫菡的父母也从家访中受
益。“娃儿才到特教中心时，我们生怕娃儿
吃了亏，隔三岔五就给老师打视频，想看看
女儿在学校的情况。”王紫菡的父亲王建中
说。

家访时，班主任杨静详细向他们讲述了
王紫菡在学校的情况，希望他们“学会放手”。

听取杨静的意见后，渐渐地，王紫菡的父
母感受到了女儿的变化。王紫菡在学习上不
仅主动、自觉，在家里也能体谅父母的不容
易，力所能及地帮家人分担一些家务。母亲
吕玉珍说，现在女儿懂事又孝顺，未来的路她
可以走得很好。

“家访是对我们的一次精神洗礼”

不仅给孩子和家长带去温暖，
也给老师们带来不少感动

“刚接到家访任务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有
点多此一举。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为啥
还要专门跑一趟？后来我才明白自己的想法
是错误的。”特教中心老师彭婷回忆起她的第
一次家访，眼眶有点湿润。

学生冉亿家住巫溪，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年迈的爷爷奶奶在家照看包括冉亿在内的3
个孙儿女。

彭婷去家访时，两位老人家对老师的到
来十分感谢。说起孩子在学校得到的悉心照
料，老人们不停地竖起大拇指。小冉亿也乖
巧懂事，主动帮奶奶洗土豆，把自己的床铺打
理得整整齐齐，还把假期作业拿给老师检查，
并带着老师到他家的玉米地去看今年的收
成。

家访快结束时，小冉亿得知老师们要走，
急得直哭，一定要奶奶煮一碗土豆，让老师吃
了再走。

临别时，腿有残疾的冉亿奶奶拄着拐杖
一定要送。“因为停车的地方要爬很长一段陡
坡，我们谢绝了奶奶的心意。然而，车子发动
时，后视镜里还是出现了奶奶拄着拐杖蹒跚
前行的身影。我们顿时热泪盈眶，赶紧下车

与气喘吁吁的奶奶再次握手道别。”彭婷说，
小冉亿奶奶蹒跚前行的身影深深地印刻在她
脑海里，时刻提醒她作为特教教师肩负的责
任。

年轻老师蒋玲玲有着同样的感慨。“很多
人说，家访是我们给孩子和家长带去了温暖，
事实上他们也感动了我们，给了我们前行的
动力，是对我们精神的洗礼！”蒋玲玲也回忆
起自己的一次家访——

俊豪和诗怡两兄弟家住丰都，都是低视
力，也是重庆市特教中心扬帆管乐团的成员，
哥哥在一梯队吹长号，还会吹竖笛弹吉他，弟
弟在二梯队吹长笛。在家里，兄弟俩随时可
以来个院坝音乐会。

看着两个孩子如今这么阳光自信，同样
低视力的父亲十分欣慰。他对蒋玲玲说：“两
个孩子学了知识，有了文化，相信他们会比我
过得好得多！”

“家访之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297 名高中毕业生中，有 269

人考上大学；职高毕业人数为223
人，实现100%就业

“谢谢老师！小华在长笛班过得很快乐，
下学期会如期到校上课！”近日，两年前才参
加工作的教师黄世芸收到了小华妈妈发来的
感谢微信。

小华是特教中心高一的盲学生，因为不
适应学校的学习和住读生活，一度请假在家
休息。

这个暑假，黄世芸到小华家家访时了解
到，小华家所在的社区开设了暑期免费长笛
班。于是，他前往社区，想为小华争取一个加
入长笛班的机会。因为小华的视力障碍，社
区相关负责人有些疑虑。

“我知道这不容易，但小华对音乐有热爱
和天赋。我们能不能为他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帮助？”黄世芸从手机里翻出小华弹吉他的视
频。该负责人被黄世芸的坚持打动，决定让
小华来试试。

“刚入职时，我还怕别人笑话我。如今，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个职业让我觉得自己
的工作很有意义。”黄世芸说。

在特教中心，还有很多“黄世芸”。14年
来，年年暑假，他们都奔波在家访路上。

“早出、夜归，火车、汽车、摩托、渡船，山
路崎岖，田坎泥泞，每一次家访对我们都是一
次教育，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老师’和‘责
任’的意义！”

“看着孩子和家长们脸上开心的笑容，我
们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一切的辛苦，都
值！”

“部分孩子的家庭还比较困难，扶贫扶志
扶智，我们任重而道远。”

……
翻开老师们的家访笔记，上面记录着一

句句简短却充满力量的话。在这段话背后，
是这样一组数据——

自家访开展以来，该校一共有297名高
中毕业生，其中269人考上大学；职高毕业人
数为223人，实现了100%就业。

李龙梅说：“新学期即将开始，学校已经
布置一新，等着孩子们来上学。家访之路，我
们会一直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