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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城事

全国助残日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 韩
杰杰)值18日国际助残日之际，
潍坊市图书馆视障阅览室正式
对社会公众开放。该视障阅览
室开放时间为每周三至周日，
服务方式为预约服务。视障人
士的亲属可在周三至周日拨打
电话进行预约。

18日，15位视障人士在工
作人员的引领下走进刚开放的
视障阅览室进行体验。记者看
到，该阅览室分阅读和电子阅
览两个功能区。功能区内配有

安装了读屏软件系统的计算机
10台，2台盲文点显器，1台盲人
专用一体机，1台盲文打字机，2
台一键智能阅读机，2台助视
器、20台听书机等视障专用设
备以及盲文图书。在这些辅助
工具的帮助下，视障人士能够
方便自由地阅读盲文书籍、获
取网络信息资源。同时还可以
享受网上冲浪、语音聊天等带
来的无限乐趣。通过安装了读
屏软件的计算机，视障朋友可
以根据声音提示进行电脑操

作。通过盲文点显机，视障朋友
可以“触摸”到电脑上的文字。
听书机储存了很多视听资料，
视障朋友可以像听MP3一样

“听书”。
潍坊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介

绍，除了开放视障阅览室外，图
书馆还将不定期地举办“视障读
者沙龙”、“视障读者信息无障碍
体验”、“视障读者读书征文比
赛”以及“视障读者网络技能培
训”等活动，使视障读者能够如
正常人一样接触和了解世界。

本报5月18日讯(见习记者 段婷婷 通讯
员 孙坤一)“我们眼睛看不见，出门也不方便，
有了收音机，可以听到外面的世界。”盲校学生
拿到收音机后高兴地说，18日上午，潍坊市残联
在潍坊盲校举行了捐赠活动，110台收音机赠予
盲校的学生，剩余890台收音机赠予社会上的盲
人朋友。

据潍坊市残联工作人员介绍，对于正常人
来说，感受光明只是睁眼和闭眼的区别，但是对
于一个盲人来说，黑暗是他全部的世界。然而，
虽然他们看不见光明，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声音
认识整个世界。广播的传播特点恰恰非常适合
盲人朋友与外界的沟通。“本次活动在让盲人朋
友得到实惠的同时，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实现人
生价值。”工作人员表示。

活动现场，许多手捧崭新收音机的盲校学
生脸上露出了快乐的笑容。“有了收音机以后，
就能了解更多新鲜事啦。”潍坊盲校一位刚刚领
到收音机的盲人学生小娟羞涩地说，由于眼睛
看不清楚，平时只能靠手摸文字来读书学习，或
者就是听老师讲课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怎样
的，有了收音机，她就可以自己独立学习更多课
外知识了，这让她很开心。

周英，一家特殊儿童学校的校长，
同时她也是一位脑瘫儿的妈妈。周英
做了不少事，创办学校，请专家进行讲
座，一对一指导孩子康复训练，免费组
织孩子和家长去青云山、菜博会游
玩……这一些列活动的最终目标，就
是让特殊儿童融入社会。

18日上午10点，在古德广场前，周英
和老师们在今年第二次组织“关爱特殊
儿童，让蓝丝带飘起来”的活动。周英
说，蓝丝带是特别珍贵的，为那些愿意
接受“不歧视、尊重、接纳”特殊儿童的
市民系上蓝色丝带，呼吁大家能够不歧
视特殊儿童，对这个群体有更多接纳和
包容。周英说，她希望能通过一系列活
动，提高社会对自闭症、智力落后、脑瘫
等特殊儿童的关注，“很多时候不是不
人道，而是不知道。”

周英说她在教孩子的过程中也在
尽力改变着孩子们的家长。她自己也
有过那个阶段，儿子三岁时去河边玩，
走路晃得厉害，有个看孩子的大爷就
问“你孩子是不是有病啊”，周英顿了
一下，说“我孩子没感冒”，没想到那人
接着说，“不是感冒，是脑子有问题

吧”，周英说那时她真的不知道怎么回
答了，社会上对特殊儿童投来的异样
眼光伤害的会是整个家庭。

周英希望通过自己十多年的经验
帮助更多孩子更早地进行康复训练。
学校创办以来所需的90%资金是周英
和她丈夫自己付的。现在的周英每天
都很高兴，她说她热爱这份工作，她的
梦想就是为这群特殊的孩子做事情，

“现在我已经拥有一所特殊教育机构，
正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为什么不高兴
呢”？

周英说，有的孩子或许需要一生
的时间来学习行走、说话、生活自理的
能力，他们需要她，她也从孩子身上感
受着幸福。“我从孩子身上收获的，远
远多于付出的”。
本报记者 张浩 见习记者 祁晓明

盲盲人人求求知知有有了了一一扇扇““窗窗””
图书馆视障阅览室开放，可预约服务

视视障障朋朋友友在在工工作作人人员员的的陪陪同同下下进进行行体体验验。。

脑瘫儿妈妈谈对特殊儿童关注

““不不是是不不人人道道，，而而是是不不知知道道””

1000台收音机送盲人朋友
相关新闻

学学校校老老师师为为市市民民系系上上蓝蓝丝丝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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