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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戚云雷

为让残疾孩子有一技之长
掏20万元办沁园学堂

1月24日中午，记者在阳光
100国际新城H区的沁园学堂
见到了今年55岁的张华老师。
学堂位于彩票店的二楼，面积
近百平方米，墙上贴满了学生
们的画作和书法作品。

张华说，她10个月大的时
候因婴儿瘫后遗症导致腿部残
障，在做了几次大手术后可以
自行走路了，只是走路时左腿
有一点跛。

张华年轻时曾在特种油品
厂当工人，工厂破产后她下岗
在家做小生意。卖过蛋糕，开过
饺子店和彩票店。凭借打蛋糕
的技能，她的鸡蛋糕在方圆十
里范围内都小有名气。虽然生
意做得有声有色，但张华一直
向往着残疾人事业，于是在
2003年时，她放下经营得很好
的彩票店，应聘到残联，开始到
社区工作。

张华在工作近十年退休
后，又被返聘到残联爱心驿站
任顾问，教孩子们做手工穿珠
等手工艺品，并和志愿者一起
帮忙把产品销售出去。

但在工作中张华发现一
个问题，就是有些残障孩子
2 0多岁才开始学技能，她觉
得太晚了。“残障孩子们很封
闭，残障家长也没精力去送
孩子学技能，所以我想着能
不能让他们的孩子或者本身
有残疾的孩子有一技之长。”
张华说。

201 7 年 8 月，再三考虑
后，张华毅然拿出20万元，开
办了一所专门面向残障孩子
的兴趣学堂，沁园学堂诞生
了。

省级比赛斩获一等奖
来学堂的孩子才多起来

提起办学堂的过程，张华
直言很艰辛。张华说，她在筹办
学堂时就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虽然后来她说服了家人，花费20
万元租了房子并装修好，但又面

临招不到学生的尴尬境地。
学堂筹备好后，张华通过

关系找了两个老师，分别教播
音主持和书法美术，两位老师
也都是自身有残障，但按照规
定，必须满10个学生才能凑够
一个班级。“本来已经联系好了
10个学生，但到开学的时候只
来了4个。”张华说，看到自己辛

苦一个多月开办起来的学堂只
有4个学生，她心里非常委屈。

看到4名学生或来自残障
家庭，或自身有残障，本着对学
生负责的态度，张华决定即使
赔钱也要把学堂开下去。因为
人手不够，身为学堂创办人又
身兼校长的张华主动承担助教
的职责，帮助老师辅导学生，以

及准备老师教学需要的材料。
除了做助教，张华还要承担

起学堂招生的职责。刚开始，她
还会雇人帮她在小区附近发传
单，但雇人每个小时要15元钱，
一天就要数百元。为了节省开
支，在发了几天传单后，张华开
始尝试硬着头皮自己发传单。

让张华欣慰的是，学堂在
开办几个月后，课程陆续结束，
几名学生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
进步很大，还在省级比赛中获
得了一等奖，这些成绩也让学
堂逐渐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在
家长口口相传下，越来越多的
学生前来报名。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孩子们的人生

目前，张华的学堂里总共
有30多个孩子，均是书法绘画
班，而播音主持班因只有6个学
生报名，未达到10个学生的开
班标准，张华说，她非常欢迎残
障孩子来她这里学习，学堂针对
残障孩子是完全免费的，而对残
障家庭的正常孩子也是半价优
惠。但30多个孩子中，只有4个残
障孩子，这多少让她有点失望。

“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小姑
娘，她哥哥患病住院，一天就花
了1万多，她家长就说不让她来
学习了，我都恨不得求她家长，
最后我给她免了学费，家长才
让她来继续学习。”

因为学堂对残障孩子免
费，而且正常孩子的学费也远
远低于社会其他培训班，所以
她现在几乎每天都是入不敷
出。“我自己做了点小生意，基
本上就是把做生意挣的钱全投
入学堂了。希望以后能慢慢地
收支平衡吧。”张华表示。张华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
多残障孩子在她这里学到一技
之长，改变孩子们以后的人生。

自费20万，残障儿童上课免费

退退休休残残障障女女士士
办办起起兴兴趣趣学学堂堂

在市中区阳光100小区，有一位身有残障的特殊老师张华，她自掏腰包20万元办了一所兴趣
学堂，免费培训那些患有残障的孩子。开办5个多月，从最开始只有4个学生，到现在的30多个，张
华的沁园学堂逐渐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我想着能不能靠我的力量让残疾孩子有一技之
长。”她说。

张华在整理学生们的画作。 本报记者 戚云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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