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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晨六点，鄂

尔多斯麦琪食

品厂的烘焙车间

里，缕缕麦香便开始

弥漫。杨倩楠站在烤箱

前，手指轻触玻璃门，感受

着温度的细微震动。这是她

与面团特殊的对话方式。

当金黄色的面包如云朵般

膨胀时，她用手语向同事比划：

“这次发酵湿度控制得很好。”玻璃

窗映出她眼里的星光，也倒映着十

五年前那个蜷缩在聋校教室角落、拒

绝与外界对视的孤独少女。

2008 年的秋天，11 岁的杨倩楠紧紧

抓着母亲的衣角，怯生生地走进市特殊教

育学校六十二班，指甲几乎掐进布料，仿佛

要把自己缝进那件衣襟里。

在教室里，班主任郝瑞娟老师蹲下身，拉

起杨倩楠颤抖的手，持续用手语比划：“不要

害怕，学校就是你的家，老师就是妈妈。”

三个月后，当杨倩楠把一块糖放进老师

手里时，老师告诉全班同学：“这是我吃过最

甜的糖。”那一刻，杨倩楠开心地笑了。

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涵盖聋童学前康复

教育、智障、听障、视障学生小学、初中、高中十

五年一贯制的公办特殊教育学校。2000年挂牌

“吕梁特殊教育中心学校”，承担对全市特殊教

育的指导、带动和示范性工作。目前，该校有教

学班 20个，在校学生 189人。为了帮助特殊群

体孩子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学生的就业意识，提

升适应社会的能力，为孩子们走向社会独立生

活、促进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学校开设了国家规

定的全部文化课课程，以及编织工艺、裁剪缝

纫、美术、书法、美容美发、按摩理疗、烘焙、盲人

摔跤等十个专业的劳动和竞技训练课程。

在这里，受听力障碍困扰的杨倩楠仿佛

踏入了一个魔法城堡。烹饪教室里飘着水煮

肉片的香气，职高部的李老师用手语为她讲

解“剔尖面”的和面手法；汽车美容实训区，张

老师手把手教她感受水流的强度，水珠在阳

光下折射出彩虹般的光芒。在烘焙教室里，

杨倩楠站在操作台前，用手掌感受面团的呼

吸，用眼睛观察发酵的过程。当裱花袋在蛋

糕上绽放出玫瑰时，那抹笑容，与初入校时那

个胆怯的小姑娘已经判若两人。

如今，在鄂尔多斯麦琪食品厂的烘焙车

间，杨倩楠的工位上也开始围起了年轻的学

徒。从学校的操作台到工厂的流水线，从最

初对烘焙的懵懂无知到如今指尖流淌出的麦

香，从曾经的恐惧无助到如今的自信绽放，杨

倩楠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市特殊教育学校那十

二年的默默陪伴与悉心培育。

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

用心绘就七彩人生
□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少伟

在离石区刘家庄村的鹏升养殖厂鸡棚

里，34岁的冯小鹏，每天要走遍 3万只蛋鸡的

“家”。这个因小儿麻痹导致左腿残疾的年轻

人，把“土鸡蛋”变成“金凤凰”，让一枚枚带着

红枣香的鸡蛋，飞出吕梁，叩开全国市场的大

门。

2013年大学毕业时，冯小鹏家的养殖场

还是“鸡粪靠手铲，鸡蛋论筐卖”的传统模

式。直到 2017年，他在离石区残联组织的创

业培训课上，看到展台上标注每枚 18元的精

品鸡蛋时，内心受到巨大冲击。“原来鸡蛋还

能这么卖！”这个念头像颗种子，在他心里扎

了根。

当晚他就在笔记本写下一行字：做功能

性鸡蛋。为了研发枣粉饲料，他一瘸一拐往

返于畜牧局与农大实验室，笔记本上密密麻

麻记着几百个配方数据。2018年深秋，当第

一枚蛋黄呈琥珀色的“枣粉鸡蛋”诞生时，他

发现蛋液黏度比普通鸡蛋高 30%——这意味

着更营养。

创业初期的磨难远超想象。2019 年秋

天，一场大风掀破鸡舍窗户，五千多只鸡因应

激反应生病，损失高达二十多万。“看着满地

抽搐的鸡群，这个硬汉第一次在人前落泪。”

工人李师傅说。

这次重创让冯小鹏痛定思痛：投资升级

智能温控系统，给鸡舍加装防风网；独创“三

查三看”防疫法——清晨查粪便、午后查采

食、深夜查呼吸，看羽毛光泽、看鸡冠颜色、看

睡觉姿势。如今，鸡舍疫情发生率下降 92%。

“我们的鸡吃的是‘养生餐’。”冯小鹏掀

开饲料桶，一股混合着红枣、黄芪的香气扑面

而来。他与山西农大专家研发的专利饲料

里，中药配比精确到克：红枣粉补气血、菊花

粉降肝火、马齿苋抗菌消炎。数据显示，枣粉

鸡蛋胆固醇含量比普通鸡蛋低 15%。

凭借差异化竞争，冯小鹏的“咕咕呾”枣

粉鸡蛋迅速打开市场，参加了多个农产品展

销会，获得“最受欢迎农产品”等称号，冯小鹏

本人也荣获“十佳种养能手”等多项荣誉。

事业有成的冯小鹏始终记得创业初心：

“残联曾帮我申请无息贷款，现在我要带更多

乡亲脱贫。”他开设养殖培训班，免费培训学

员，手把手教他们配制饲料、监测鸡群健康。

“以前觉得残疾就是缺陷，现在才明白这

是老天给的特别视角。”冯小鹏抚摸着墙上的

专利证书，目光投向远处的鸡群。阳光透过

自动通风伞口洒在鸡舍，3 万只“吃着中药”

的枣粉鸡正悠闲踱步，它们的蛋壳上，正印刻

着一个残疾人的星辰大海。

在文水县西街村，命运似乎格外苛

待高亮——自幼被小儿麻痹症禁锢行动，

三年前，母亲离世、女儿确诊智力残疾、妻子

不辞而别，接连三重打击着他。而如今，他经

营着一家电脑维修门市部。从泥潭到新生，

这条充满希望的道路，是文水县助残志愿协会

的志愿者们用三百多个日夜悉心铺就的。

志愿者雪艳根据高亮的性格与能力，鼓励

他学习电脑维修技术，为他点亮一盏生活的明

灯。为了帮助高亮走出阴霾，志愿者们轮流上门，

承担起送饭、打扫、理发等日常事务，用行动给予

他温暖与关怀。同时，具备心理咨询专业技能的

志愿者，通过一次次推心置腹地交谈，为他筑起坚

实的精神支柱。该协会会长宋彦平更是不辞辛

劳，四处奔走协调资源，最终为高亮的父亲争取到

养老院的床位，为他的女儿联系到吕梁特殊儿童

学校。这些努力，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如今走进高亮家中，不善言辞的老父亲总会紧紧

握住志愿者的手，眼眶中满是感动的泪水，嘴里不

停念叨着“好人呀”。这句简单而真挚的话语，承

载着一个家庭对志愿者们最朴实的感激，也见证

着爱与希望的力量如何驱散生活的阴霾。

高亮的故事是文水县协会帮扶案例的缩影。

文水县助残志愿者协会是一支由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及爱心商家自发组建的志愿服务组织，汇聚了

420名志愿者。在过去一年，助残志愿者协会组织

志愿服务活动达 90 余场，直接受益人数达 13000
余人，覆盖了 8 个社区、36 个村、17 个机构。自

2020年成立以来，这个由快递员、退休教师、大学

生等 420名“草根”组成的队伍，就像永不熄灭的萤

火，照亮特殊群体的生命角落。这支队伍中，没有

英雄，没有名利，只有一群不求回报怀揣着爱心的

普通人。他们之中有青春洋溢的学生，有忙碌的

上班族，有退休的老人，他们创造的成果或许微小

如星火，或许只是教会一位视障朋友用智能手机，

向千里之外的亲人发送一句简单的问候。

“助残之路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没有

终点的马拉松，从手把手教他们重拾生活信心，到帮

助残疾人子女背上崭新的书包走进校园；从教会他

们系上第一颗纽扣的生活自理，到为他们搭建通

向梦想的就业桥梁。这是愚公移山般的坚守，是用

无数个日夜浇灌出的希望，陪伴残疾人跨越生命的

沟壑。”该协会会长宋彦平深有感触地说。

“轩轩，拿好玩具，对着这个小孔，按下去，

再来一遍，棒极了！”……离石区残疾人康复服

务中心的训室里，刘晓慧老师正以微笑的面容，

亲切的话语，通过互动、游戏、表情吸引等方式

刺激智力发育迟缓儿童轩轩（化名）的感知和

认知能力。“同龄正常儿童能轻而易举做到的

事情，这些孩子却需要在康复老师的引导下

日复一日地不断训练。”刘晓慧说，“面对这

些孩子，我们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更需

要耐心和细心，善于观察孩子的变化，才

能有效助力他们康复”。

走进位于离石区龙山路的残疾人

康复服务中心，这里窗明几净、环境

敞亮，初夏的暖阳透过窗户，洒在

每一个角落，显得格外温暖。在

不同的功能室内，专业老师指

导残疾儿童，开展做游戏、

唱歌、游戏、认字、提高专

注力训练等康复项目。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有

着家一般的温馨。作为一家集医疗、卫生、心理

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特殊儿童定点机构，该康复

服务中心运行 12 年来，主要负责市区 0 岁至 15
岁智力障碍、孤独症和脑瘫等残疾儿童的康复训

练。残疾儿童在这里通过点穴按摩、个别化训

练、多感官训练、感统训练及儿童学前融合教育

服务，最大限度地挖掘其自身潜能，不断提高其

行为能力，为他们尽早融入社会大家庭创造良好

条件。

在康复中心，经过老师们的精心引导训练，

曾经因障碍而被边缘化的孩子们，如今在动作、

感知、认知、语言、生活自理等方面有了成长与蜕

变。“右右，来，跟着我的手，一起往前伸。”感统游

戏室里，康复老师林书婷正抱着脑瘫儿童右右

（化名）通过反复的运动疗法，增强孩子的肌肉力

量。一场治疗课下来，孩子和老师的脸上都冒出

了热汗……“右右出生时因脑部缺氧，导致双下

肢发育迟缓。初到康复中心时路都走不稳，经过

一年多的肌力增强训练后，现在能够逐步独立行

走。孩子的康复费用已经通过一系列政策减免，

为我们减轻了不少压力。国家的好政策给了我

们保障，康复中心的老师们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

力量。”右右妈妈感激地说。

“我们将积极探索康教融合模式，让残疾儿童在

这里得到了科学、系统的康复训练。”该中心主任李

補顺介绍道，中心将开展康复指导及康复知识宣传

教育工作，为更多残疾人提供综合性健康保障服务。

文水县助残志愿者协会

千万微光聚星河
□ 图/文 本报记者 李亚芝

离石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用爱点亮希望之光
□ 图/文 本报记者 罗丽

冯小鹏

徘徊在鸡舍间的抉择
□ 图/文 本报记者 张娟娟

孝义市特殊教育学校

温情共筑成长路
□ 图/文 本报记者 王涛

在孝义市建设街，坐落着一座布局精致、

设施完备的特殊教育学校。从 1990年建校至

今，孝义市特殊教育学校历经资源整合、设施升

级、内涵发展，逐步成为区域特殊教育的标杆，

为折翼天使点亮了“有爱无碍”的成长之路。

孝 义 市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前 身 可 追 溯 至

1990年成立的“新城培智学校”及孝义市残联

“聋儿语训班”。2015年，为响应国家加快特

殊教育事业发展号召，孝义市委、市政府统筹

推进资源整合，将两所机构合并组建为现校，

构建起覆盖智力障碍、听力障碍、多重残疾等

群体的综合型特教平台。这一改革举措不仅

优化了资源配置，更标志着全市特殊教育从

单一化服务向系统化、专业化迈进。

学校以“缺陷补偿、潜能开发”为核心，

构建起多元化教学体系。硬件方面，配备 10
间专用多媒体教室及微机室、美工室、音乐

活动室，并建成体能训练、生活能力训练、康

复训练、心理调适四大功能区的 15 间活动

室，引进先进康复设备，实现教学与康复无

缝衔接。软件层面，针对唐氏综合征、脑瘫、

自闭症等中重度残障学生特点，科学划分 1-
9 年级总共 10 个班级，实施差异化课程，让

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的学习路径。

学校全面落实惠民政策，推行全员免费

教育，并为全体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及专项

资助，切实减轻残障家庭经济负担。校医务

室定期开展健康体检，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形

成“医教结合”守护机制。师资队伍专业化程

度持续提升，30名专职教师 100%持证上岗，

通过特教技能培训、校际交流等方式，锻造出

一支“懂康复、善教学、有情怀”的教师团队。

面对未来，学校明确“创特色、树品牌”的发

展路径：一方面加大软硬件投入，另一方面深

化“康教融合”模式，开发生活化、职业化课程，

探索自闭症儿童社交能力训练等特色项目。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孝义市特殊教

育学校正以精细化管理和创新实践，书写着

“一个都不能少”的温暖答卷。这座充满爱

与专业的校园，不仅为残障儿童搭建起通往

世界的桥梁，更用行动诠释着教育的温度与

城市的文明高度。

在孝义市驿马乡，有一位身残志坚的皮

影雕刻专家。他的刻刀游走于薄如蝉翼的

牛皮之上，细如发丝的刀痕渐次绽放出千年

皮影的灵韵。这位用残缺身躯雕刻完整人

生的匠人，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孝义

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胡发伟。

1973年，胡发伟出生在一户多残的家庭。

斑驳的窑洞墙上，太爷爷留下的皮影戏箱如同

封印着时光的宝匣，那些泛黄的皮影人在少年

心中播撒下艺术的种子。然而命运在 1989年

骤然转折——一场意外的机械事故让 16岁的

少年永远失去了左腿。卧床养伤的七百多个

日夜，胡发伟在绝望中完成了精神涅槃。他辗

转尝试钉鞋补胎、篆刻印章，用布满血泡的双

手在生存线上挣扎。直到有一天，老艺人武海

棠的皮影戏班在村口搭台，皮影人跃动时投射

的斑斓光影，如同闪电劈开阴霾，那正是太爷

爷皮影箱里封存的记忆。少年拄着双拐奔至

后台，月光下老艺人手中的刻刀划出银弧，也

划亮了胡发伟的生命曙光。

拜师学艺时，别人刻坏三张皮料的时

间，胡发伟能报废三十张，堆积如山的废料

最终熔铸成肌肉记忆。当师兄弟午间小憩，

他正对着阳光观察牛皮纤维走向；深夜油灯

下，他反复研磨刻刀至东方既白。这种近乎

偏 执 的 钻 研 终 于 让 技 艺 有 了 革 命 性 的 突

破。他首创“牛皮分级处理法”，根据牲畜年

龄、部位将原料细分为 12 个等级，使皮影人

关节处的牛皮柔若绢纱，盔甲部位硬如金

石。为追求极致细节，他改良 36 种刻刀，最

细的刀尖仅 0.08毫米，能在指甲盖大小的区

域雕刻出 36 根发丝。当同行仍用骨胶调色

时，他创新采用牛皮熬胶技法，让茜草、槐花

的天然色彩如朝霞浸染云帛，既保有民间艺

术的质朴，又平添宫廷绘画的华贵。

2003年，胡发伟创作的《穆桂英挂帅》在首

届中国民间艺术博览会引起轰动。皮影人战袍

上的 108片甲叶薄可透光，马匹鬃毛根根分明，

策马回枪的瞬间动态仿佛要破屏而出。这件作

品不仅斩获金奖，更被专家誉为“复活了宋元皮

影的美学基因”。随着《关公夜读春秋》在法国里

昂灯光节展出，《千手观音》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孝义皮影从吕梁山坳走向世界艺术殿堂。

从被帮扶者到帮扶者，从手艺人到守艺

人，胡发伟用独腿走出双轨并进的人生轨

迹，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坚韧不拔、自强

不息的深刻内涵。他在逆境中崛起，不仅改

变了自己的命运，还让孝义皮影这一古老的

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胡发伟

游走在牛皮上的蜕变
□ 图/文 本报记者 刘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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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残疾人是一个特

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

格外关注。面对身体的不便和

生活中的困难，许多残疾人自

强不息，在奋斗中书写生命华

章。我市部分残疾人教育部

门、机构将特殊教育与普通教

育深度融合，让每一位残疾人都

享有尊严与希望。本版推出特

别策划，讲述他们的精彩故事，

期待更多的人关爱残疾人，让

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生活，也期

望更多的残疾人勇敢克服

困难挑战，积极追求

人生梦想，为美丽

幸福吕梁建设

作 出 积 极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