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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今日聊城

首批千册挂历送到盲童手中
感谢所有爱心人士，您的爱孩子们都感受到了

本报聊城 12 月 12 日讯(记者
刘云菲 任洪忠) 12 日，聊城市
特教中心开学了，本报送去了征集
来的首批千余册挂历。该校团委书
记高立雷说：“这么多挂历，够孩
子 们 用 一 年 啦 ！ 非 常 感 谢 好 心
人。”

12 日上午，满载爱心挂历的车
刚开进聊城市特教中心，高立雷就
朝着几名高年级的学生打手语，学
生们赶紧过来搬挂历，脸上洋溢着
笑容。

在校园一角，许多送孩子上学
的家长看到这一幕，也很开心。来

自河北的罗先生说：“孩子们听说
报社要来送好心人捐赠的挂历，一
大早就等在校门口。”东阿县的刘
女士说：“看到这么多挂历，很感
激报社和好心人。”

盲童晨晨有些腼腆，她说：
“很高兴，很感谢。”晨晨的母亲
说：“我们家庭条件有限，精神压
力更大，有点钱就给孩子看病，感
谢齐鲁晚报和好心人的关爱，也希
望更多人关注这些孩子。”

当天，市区鼎舜小学、建设路
小学的师生以及一些爱心市民也送
到本报编辑部 300 多本挂历。 13

日上午，本报还会到市特教中心送
第二批大约 1000 册挂历。

高立雷说，聊城一共有 8 所特
教学校，市特教中心是唯一一所盲
校，学校里现在有三个班级，一个
盲班，一个聋班，还有一个智障
班。“盲生大约有 40 多个，今年
新开了智障班，招了 1 0 多个学
生，这些孩子家里都很困难，家长
哪怕有一点希望都会给孩子看病，
基本上都是负债累累，这些挂历足
够孩子们用一年的，孩子们不仅能
当作业本，还能当教学的素材，很
感谢好心人。”

黑暗对于盲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黑暗世界中，他们如何面对生活？
12 月 12 日，本报记者在聊城市特教
中心紧闭双眼，体验盲人生活，真切
地感觉到黑暗给人带来的不只是看
不见，更是恐惧和无助。

市特教中心的校园里有一棵大
树，我站在离大树不到 50 米的地方，

“任务”是紧闭双眼去摸那棵大树。一
开始，我心想这有什么难，这么近还
摸不到吗？可当我闭上双眼，眼前瞬
间一片漆黑，只能凭着记忆小心地往
前摸索，刚开始走得快，后来担心撞
到树上，步子慢了下来。

砰！我撞到了一个硬物，是一根柱
子。我心想，可能是走错路了，调整方向
后继续找，很希望有人来帮我一把。可
周围没有人，只能靠自己。我真想放
弃，但是不能，不能……

后来摸索了很长时间，靠听周围
人的声音，我才抓住了那棵树。

记者感言：整个体验过程比想象
中艰难得多，闭上双眼后，眼前除了
黑还是黑，黑得让人恐惧让人无助。

去摸 50 米以外的树，这么简单
的事，都那么艰难。试想：盲人无时无
刻都要在黑暗中摸索，完成很多复杂
的事，他们又是怎样的艰难？

盲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无
法用眼睛去看这个缤纷的世界，只能

一生与黑暗为伴，要不是凭借一颗坚
强的心，又怎能立足？

跟他们相比，我们是多么幸福。
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来点亮他们的
世界，温暖他们的心。

本报记者 刘云菲

记者闭眼走路体验盲童生活

黑暗，让我恐惧和无助

本报聊城 1 2 月 1 2 日讯 (记者
刘云菲) 13 日，本报招募的 10

多名志愿者将走进市特教中心，
与孩子们一起上课，体验他们的
生活。

通过报名，本报选取了 10 多
名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来自各行

各业，有大学生，也有工薪族，
志愿者还准备了礼物。 13 日， 10
多名志愿者将和特教中心的孩子
一同上课，一同生活，体验他们
的生活。

市特教中心团委书记高立雷
说，非常欢迎爱心人士来看望孩

子，体验孩子们的生活，感受他
们 的 难 处 。 “ 聋 哑 人 交 流 不 方
便，盲人走路不方便，其实最难
的是，社会上的人不懂怎样与他
们交流，要是大家对盲文和手语
有所了解，哪怕会简单的手语，
都能对他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10 名志愿者今天体验盲人生活

本报聊城 12 月 12 日
讯(记者 刘云菲) “谢谢
叔叔阿姨对我们的关心与
帮助……” 12 日，本报把
募集来的首批挂历送到聊
城市特教中心，孩子们为
感谢爱心市民，特意用盲
文写了一段话来表达感谢
之情。

上初二的申春梅带着
墨镜，她患有先天性疾病，
一生下来就无法看见这个
世界。爸妈把她送到特教
中心来上学，她在这里已
经 8 年了。无论去食堂还
是去教室上课，申春梅都
轻松自如，不需要别人帮
助。这几年她不仅学完了
跟正常学生一样的课程，
还学习了葫芦丝和二胡。

申春梅拿出写盲文用
的字笔和字板，在一本挂历
上写着盲文。只见她嘴里嘟
囔着，笔不停地在字板上
戳，戳得速度很快，不一会
就写完了。

特教中心团委书记高
立雷把这三行盲文翻译过
来，他说：“孩子写的是：‘感
谢叔叔阿姨对我们的关心
与帮助，祝叔叔阿姨工作顺
利，生活幸福！’。”

特教中心校长于忠民
说，孩子们长期在这里生
活，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他
对孩子们的兴趣都了如指
掌，许多孩子的家长也是在
这所学校毕业的。“这些孩
子很不容易，需要社会的更
多关爱。”

盲童写盲文感谢爱心市民

本报聊城 12 月 12 日
讯(记者 刘云菲) 记者在
该校发现，盲童们触摸盲文
必须露出手指头，可天太
冷，孩子们生活条件有限，
都没有戴手套，手冻得通
红。有愿意捐助手套的市
民 ，可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8451234。

市特教中心没有暖气，
取暖用煤球炉，学生们写字
时没戴手套，双手冻得通
红。盲生关明明说，她戴的
手套是爸爸好多年前买的，
手套坏了爸爸就缝上，现在
手套坏得没法用了。关明明
说：“没事，喝点热水也就暖

和了，买手套还得花钱。”
市特教中心团委书记

高立雷说，教室里点煤炉取
暖，许多学生家里条件不
好，也没买手套，学盲文
主要靠手指头去触摸，现
在孩子们最需要手套。高
立雷说，学校有 130 多个
孩子，最需要露出手指头
的手套。“有种手套，手
指头那里是活动的，需要
露出手指头就揭开，不用
时就盖上，这样的手套最
适合盲童。”

本报发出呼吁，希望社
会上的爱心人士能够提供
帮助，爱心热线 8451234 。

天气冷孩子们手冻得通红
谁能提供手套，可拨打本报热线 8451234

聊城大学体育学院师
生 500 多本

东阿县鱼山镇中心小
学师生 200 多本

振华量贩超市有限公
司 200 多本

建 设 路 小 学 师 生
100 多本

鼎舜小学 100 多本
百货大楼许营店和冯

庄店 100 多本
麦田聊城团队的志愿

者 100 多本
鑫鹏集团 100 多本
东昌府区体委 李本

欣 79 本
聊城大学音乐学院

60 多本
阳光小学 6 0 多本
莘县供电公司 3 0

多 本 、1 0 多 本 台 历 和
3000 多册宣传页

7 5 岁张家驯老人
50 多本

齐鲁晚报 5 0 多本
本报 9 个捐赠点 50

多本
热心市民 50 本
市民尹希斌 4 4 本

“春雨计划”聊城志愿
者 20 多本

光明小学四年级五班
冯世俊一家 21 本

小记者、高唐第一实
验小学徐布诺 13 本

热心市民 10 本
小记者、阳光小学四

年级一班焦珂馨 9 本
小记者、光明小学二

年级三班邱润泽 9 本
本报小记者、兴华路

小学六年级李文浩 9 本
市文广新局工作人员

8 本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

学六年级二班李一卓 7
本

新区双庙市民冯秀荣
7 本

79 岁王昌荣老人 6
本

市民郑素荣 5 本
市民于辉 4 本
市民陈杰 4 本
本报小记者、聊城八

中初一八班许宗哲 4 本
市民邓先生 4 本
市民林先生 4 本
66 岁刘伯瑗老人 4

本
本报小记者、北顺小

学五年级五班周福彬 4
本

市民孔女士 4 本
文轩中学西校初二八

班 程思佳 3 本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

学四年级二班郭心冉 3
本

市民李珂 3 本
市民周茹 3 本
本报小记者、东昌路

小学二年级四班吉晨铭
2 本

市民金惠 2 本
市民刘女士 2 本
市民田先生 1 本和

30 多张空白请柬
市民张先生 100 多

张空白请柬
市民邹先生 2 本
(刘云菲 整理)

爱心榜

12 日，本报把首批千余册爱心挂历送到特教中心，孩子们抢着过来搬挂历。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本报记者体验盲人生活。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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