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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臂”“齐步走”……10

日，在滨州医学院烟台校区的
军训操场上，一个只有18人的
军训团队有些特别，除了人少
外，他们齐步走时都是手挽着
手前进，正步走时只有领队敬
礼。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这是学校特教学院
中医学(针灸推拿方向)本科专
业视障班，这个班的学生有的
全盲，有的视力微弱，有的还可
以看清一点，所以队伍的排列
除了按照高矮个，还尽量安排
有视力的同学做排头，方便看
路。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特殊，
就是班上同学的年龄差距也比
较大，最小的学生17岁，最大的
学生45岁。

站在队伍前面的领队丁晓
卫，就是那名45岁的大一新生。

虽然年龄比周围同学大了
一倍，但他们丝毫没有隔阂。

“刚开始我还担心不适应，毕竟
年龄差这么大，他们就和我儿
子的年龄差不多，没想到不到
两天就完全融入其中了。”丁晓
卫说，“刚来的时候，他们有喊
我叔的，我说别叫叔，叫哥就
行，我在家跟孩子也一样‘没大
没小’哥弟相称。”

当天已是军训的第6天，队
列练习时作为领队的丁晓卫的
动作已经很熟练。“别看我视力
不行，但我天天锻炼，每天跑10

公里。”丁晓卫说，军训对他来
讲一点都不累。

军训休息期间，丁晓卫和
同学们一样，在一起打闹说笑，
不知情的人完全看不出他已45

岁，还是一名高三学生的爸爸。
“这么大年龄还上大学，同

学们都喊我‘学爸’，他们都是
小鲜肉，我说我是‘回锅肉’。”
丁晓卫说，他当年考中专考入
陕西省商贸学校，学了经营管
理专业，毕业后从事的也是销
售工作。由于本身患有先天性
的青光眼，视力本来就低弱，再
加上年轻的时候工作特别拼
命，有一次连续一个周带病工
作，导致视力突然大幅下降，不
得不放弃了原来的工作。

“赋闲在家后，发现儿子由
于早恋成绩下降，我就肩负起
了辅导儿子的重任。”丁晓卫
说，由于他之前数理化底子非
常好，所以不但可以陪儿子读
书，还能与儿子一起研究高中
数理化的题目。今年在北京举
行的残疾人高等教育单考单招
录取考试，他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报了名。他原本的计划是明
年跟儿子一起参加高考，可是
不成想，他今年无心插柳，一举
中的，并被滨州医学院特殊教
育学院中医专业录取了。

“我都不知道我最后考了
多少分，直到有一天学校打电
话说我被录取了。”丁晓卫说，

“我都怀疑我听错了，一再确
认。”即便如此，在接到录取通
知书之后的10多天里，他依然
非常纠结。“我纠结了10多天，
最后一个周才决定来报到。因
为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出
来上大学，家里的担子全落在
了妻子身上。”他说，最终他在
妻子和家人的鼓励下，独自坐
了24个小时的火车，从西安来
烟台报到。

如今的丁晓卫，读书需要
用放大镜放大两倍才行，看东
西也非常模糊。被迫改行后，丁
晓卫考虑再三，决定重拾中医
工作。丁晓卫告诉记者，他出身
中医世家，从爷爷往上数好几
辈人都是中医。当年，他们家的

“春山中医堂”在西安也算赫赫
有名，小时候爷爷给人看病的
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可是，种种
原因，父亲和他都没有学习中
医。

上大学之前，丁晓卫还在
当地盲校学过推拿，并自学了
大学中医专业的1/3课程，加上
家里有大量中医藏书，他也用
心研读，入学之前，他已经可以
给家里人做简单的诊疗。他的
目标是提升自己之后，重新开
起“春山中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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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盲生军训现场：

手臂搭在肩上
对正前进

视障生军训，和普通学生军训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前后对正
时，后排同学的一只手臂搭在前一
个同学的肩上，“向前对正，齐步
走”。教官口令一下，同学们就像穿
着一双大鞋一样，踏步前进，“要迈
开步伐，不要原地踏步，还有要踩对
点，不然就要把鞋子踩掉了。”教官
说。果然，不少男生的脚后跟都露出
了白袜子。

除了首届11名视障生新生没有
军训外，后面这几届新生学校都安排
了军训。特教学院老师告诉记者，新
生军训对大学生成长有着特殊的意
义，它是新生第一课，不光能锻炼身
体，磨炼意志，还可以锻炼生活、交流
等能力。除了这些，视障同学参加军
训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独立、自信、
平等的精神，学校希望他们如普通同
学一样，共同上好大学第一课。

“不过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性，我
们会在形式、方法和难度上进行适当
调整。”现场老师告诉记者，“但他们
后天检阅时，和全校其他学生一样，
都要上台组成一个方阵，证明自己。”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教官说：

动作是靠
“摸”出来的

“我们的科目和新兵科目一
样，但要更耐心一些。”在场的军
训教官于伟华告诉记者，“普通
学生看我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
做，而视障学生军训，我们就要
多讲解，然后很多动作同学们看
不见，都是靠手‘摸’出来的。”

在休息的间歇，教官于伟
华说，自己已经带了好几届新
生军训了，但还是第一次带视
障学生军训，当时领导找到他，

让他做好准备。“其实我压力也
挺大的，就怕教不好，领导给我
安排了任务后，我只能边干边
摸索了。”

“当然我会严格要求，像要
求新兵一样要求他们，但一些
特殊情况，比如‘向左看，向右
看’等用眼的指令就要根据实
际情况变通了。”于伟华说，“万
事开头难，我认为虽然他们视
力有部分缺憾，但其他方面一

定有优势，比如听力和感觉方
面等，我对他们有信心。”

“相比训练科目，更需要注
意的还是说话一定要注意，避
免伤害他们的自信心，这是我
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到的。”于伟
华说，“不过更多的时候我都是
被他们的单纯以及内心的阳光
所感动，我想这也是我印象最
深的一次军训。”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教官给45岁的大一新生丁晓卫(左)规范军礼。

这是一个本科专业视障班，这个班的学生有的全盲，有的视力微弱，教官安排还有点视力的丁晓
卫(前排右一)做排头，方便看路。

 教
官 为 学 生
们 扶 正 动
作。

军训很苦，但盲人班的学生们
不怕苦和累，开心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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