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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之名
守护花开

本报记者 李 芳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9 月的阳

光金丝般洒在学校的草坪上，蒙芳面带微笑，和孩子们

围坐在草坪上唱着歌谣，孩子们眼睛里，满是快乐的神

情。这是蒙芳担任上犹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的第十个

年头。

今年 44 岁的蒙芳从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

成为一名乡村老师，因为肯吃苦、爱钻研，她的教学成绩

始终名列前茅。2013 年初，县里筹办特殊教育学校，蒙

芳出任校长，从学校规划、建设，到下乡镇、农村宣传招

生，招聘教师，她全程参与。2013 年 9 月开学时，学校有

了第一批 52名学生。

在教学中，蒙芳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

法。她根据残疾学生的身体状况分设不同班级、因材施

教，制定了“好照顾、好家人、好帮手、好公民”4 个梯度培

养目标，提出了生活技能、劳动技能和职业技能“三能”

培养。

特殊教育学校孩子的成长，不但需要老师会上课，

还要懂康复，有特长，还得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在蒙

芳的带领下，教师们不断尝试，开启学校的校本课程、个

训课、补偿课等。学校每学期都会举办技能大赛，孩子

们无论年龄大小全部参赛：低年级的孩子剥鸡蛋、系鞋

带；中年级的孩子挑战难度系数更高的叠被子、晾衣服；

高年级孩子比拼炒菜、园艺等。大赛成绩既用于考核教

师，也会被记入孩子们的综合测评。学校竭尽所能让孩

子过上有品质的幸福生活。

经过对学校毕业生的 3 年跟踪了解，蒙芳发现，只

有 很 少 的 孩 子 毕 业 后 能 就 业 。 为 了 让 学 生 能 有 一 技

之长，蒙芳在学校初中阶段开设烹饪、糕点制作、洗车

等职业教育课程。现在，学校 15％的毕业生可实现就

业 ，有 的 从 事 餐 饮 工 作 ，有 的 做 木 工 ，有 的 赴 广 州 、珠

海 等 地 务 工 。 毕 业 生 海 燕 就 是 一 个 自 食 其 力 过 上 幸

福生活的代表。海燕小时候因感冒高烧不退，导致失

聪。曾经她的天空一片灰暗，来到上犹县特殊教育学

校 后 ，她 变 得 活 泼 开 朗 ，还 学 了 不 少 职 业 技 能 。 毕 业

后 ，她 在 县 城 一 家 花 店 工 作 ，如 今 已 经 组 建 了 幸 福 的

家庭，做了母亲。

2021 年秋季，学校与上犹中等专业学校开展融合办

学，开办志坚中专班，开设烘焙、酒店管理、园艺、汽车美

容等专业课，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初中毕业生进一步接受

职业教育开辟了新渠道。

蒙芳发现还有一些重度和极重度残疾儿童，因身体

条件、家庭因素等，不能去学校接受教育。2014 年 9 月，

蒙芳启动“爱与责任的延续”工程，成立送教小组，奔赴

全县 14 个乡镇，开展一周一次的送教上门活动。8 年来

累计进行了 1 万多人次送教上门活动，为这些特殊孩子

及家庭带去了希望。

前不久，中宣部、教育部发布 2022 年“最美教师”先

进事迹，蒙芳获“最美教师”称号。在“闪亮的名字——

2021 最美教师”发布仪式上，蒙芳说出了自己从事特殊

教育的心声和对特殊孩子的期望：悦纳不完美，振翅勇

敢飞。

阳光球队
追逐希望

本报记者 江拓华

叮铃铃……随着下课铃响，几名身穿训练服的孩子

跑出教室来到足球场。校长袁海贵早已等在这里，待人

员到齐后，领着孩子们做热身运动。他们是分宜县凤阳

镇中心学校“阳光足球队”的队员。这些孩子都是残障

儿童，却坚持了两年系统训练。9 月 6 日，记者在该校采

访发现，尽管训练动作不是那么规范协调，但孩子们专

注认真。

袁海贵担任凤阳镇中心学校校长后，经常听到老师

们反映，残障学生渴望被“看见”，甚至会做出一些违反

课堂纪律的举动来引起老师的关注。

如何让残障学生被“看见”？“我当教练，带他们踢

球！”拥有中国足协 D 级教练证的袁海贵决定发挥自身

特长，“阳光足球队”就这样成立了。

足球队有 11 名残障学生，带领他们集中训练并不容

易。袁海贵需要不停地讲解、演练技术动作，孩子们才

能慢慢理解。“一个简单的动作要重复数十遍。”袁海贵

说。六年级的小武（化名）腿脚残疾，作为球队的守门

员，小武胆子大，不怕受伤，每一次都拼尽全力扑球。一

次 ，袁 海 贵 问 小 武 ，喜 不 喜 欢 足 球 ？ 小 武 笑 着 说 ：“ 喜

欢。”这个回答，坚定了袁海贵将足球队带好的决心。

在袁海贵的指导下，六年级的小洋（化名）运球、射

门，技术动作娴熟。“他的脚步轻盈了许多，原先体重有

80 公斤呢。”袁海贵说。因患有智力障碍，学习成绩较

差，同学们不愿意和小洋做朋友。久而久之，小洋把自

己“封闭”起来，下了课就回家。长期缺乏运动导致他体

重严重超标。加入足球队后，袁海贵带着他进行有规律

训练。如今，小洋的体重控制在 60 公斤左右，也在学校

交到了朋友。

孩子们在足球运动中找到了乐趣，每天都盼着来上

学。11 岁的小嘉（化名）是一名智力障碍儿童，平时极少

说话，难以融入校园生活，因此产生了辍学的念头。加

入足球队后，他每天准时到校，积极参加球队训练。今

年暑假，袁海贵有事回到学校。住在学校隔壁的小香

（化名）在自家楼上看到了袁海贵，大声问他：“什么时候

开学？什么时候踢球？”

足球训练使这些孩子变成“明星学生”。球队主力

前锋小轩（化名）是一名听障儿童，只能借助助听器与人

交流。刚加入球队时，他很少与其他队员互动。随着训

练增多，小轩主动开口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多。“大多是跟

足球有关的，现在足球成为他的爱好，我很放心，也为他

高兴。”小轩妈妈说。2021 年，省残联体育部在新余招募

足球队员，袁海贵带着小轩参加试训，被球队选中，成为

同学口中的“省队队员”。

衣着整洁了，脸上有笑容了。两年多来，袁海贵看

着孩子们一点一点变得阳光健康，觉得很欣慰。“希望孩

子们永远天真快乐。”落日余晖中，袁海贵看着在球场上

奔跑的孩子们说道。

四周安装通透式铁艺栅栏、增添智能

安防设备、铺设沥青路面……5 月以来，南

昌干了件民生大事——将全市 962 个城中

村（开放式居民区）整合划定为 619 个围合

区域，持续推进城中村（开放式居民区）围

合服务管理工作。短短几个月，560 个围合

区域完成了围合建设，完成率达 90.5%。从

定边界、畅通道、设卡口、装探头，到围合后

小区配套功能更多、环境面貌更优，一系列

动作可谓“小切口、大变化”，让受益群众收

获满满的幸福感。

环境变美
老人愿意下楼了

道路翻新、小区环境整洁、乱停乱放消

失……开放式居民区围合之后，人居环境

大变样。走进西湖区铁路三村，四周安装

通透式铁艺栅栏，为小区增加了一道安全

屏障，新整修的沥青道路纵横有序、平坦宽

敞，两旁的车辆在停车位内规整停放。

小区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居

民的心情自然也美美的。“首先安全有保

障，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出小区了。

环 境 好 了 ，杂 物 乱 堆 乱 放 现 象 得 到 了 改

善。以前不爱下楼，因为楼下车来车往不

安全，待着也不舒服。如今不同了，舒适性

大大提高，我们老年人也愿意下楼了。”谈

起小区的变化，今年 60 多岁的居民陈瑞华

滔滔不绝。

“我们从 5 月开始推进城中村（开放式

居民区）围合服务管理，短短几个月时间，

就带来了巨大变化。”南昌市委政法委相关

负责人说，在进行围合管理建设中，南昌市

不断在改善人居环境上下功夫：增设机动

车停车泊位、整合闲置用房作为社区活动

中心、注册成立非营利性准物业公司……

一系列利民惠民政策，不仅使社区环境得

到了改善，随着社区围合服务管理的高效

推进，社区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服务效

能等均有了显著提升。

智慧围合
基层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流动人口多，治安隐患大，是不少城中

村管理上的难题。东湖区贤士湖管理处永

溪村汤家坊作为典型的城中村，是纯开放

式、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居民小区，常住人口

只有 712 人，租住人口达 5135 人，日常管理

压力特别大。

如何减轻疫情防控和市域治理的压

力，让人员来往清晰可控，这在围合工作中

找到了答案。

汤家 坊 大 围 合 区 域 分 为 6 个 小 围 合

区域，设计 2 个主出入口、2 个次出入口、

22 个围合栏，并利用技防手段，在出入口

设 置 人 脸 识 别 健 康 门 禁 一 体 机 ，支 持 居

民通过刷脸、刷身份证、扫“赣通码”等方

式 快 速 通 行 ，还 可 以 根 据 疫 情 防 控 政 策

要求的变化，动态设置通行条件，自动查

验居民的健康码、核酸检测记录、疫苗接

种等情况。

“围合区域里面的人员信息录入智慧

系统，相关人员只要通过人脸识别，就可以

顺利通行。我们可以及时分辨每一个人员

的信息，杜绝风险隐患。”贤士湖管理处副

主任章平介绍，围合后通过技防手段，机器

可判断人员是否允许进入。自 5 月份围合

工作推进以来，公共服务设施维护、公共安

全等方面的明显变化，让群众真切地感受

到基层治理水平的显著提升。

如今，越来越多智能安防设施运用到

南昌市各围合区域，同时，通过发动网格

员、专兼职巡防队、平安志愿者等力量常态

化开展治安巡防，城中村（开放式居民区）

警情高发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科学围合
减少消极影响收获好评

悦林小区位于新建区长堎街道办事处

北林社区，现有房屋 28 栋、居民 586 人，是

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长期存在治安隐

患多、环境卫生差等问题。实行围合服务

管理后，小区装上了铁艺围栏、摄像头、智

能道闸等，还引进了物业公司。

记者在悦林小区走访时发现，为了减

少围合对于商户的影响，不少外围的商户

特意被划出围合区域，即使被划入围合区

域的商户也得到了特别照顾，门前的铁艺

栅栏成了一道铁门，商户在特殊时期需要

按照统一管理开关，平时则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自行决定。

“起初担心会影响生意，现在看来是

多 虑 了 。”围 合 区 域 内 的 商 户 余 女 士 坦

言 ，白 天 打 开 门 做 生 意 ，晚 上 按 时 关 门 ，

不 仅 不 影 响 正 常 经 营 ，店 内 财 物 安 全 还

有了保障。

悦林小区还在每栋房屋张贴楼栋管理

信息，包括楼栋长姓名、管理人员联系电话

等。通过成立“楼院党小组”和“邻里情”网

格党支部，在和谐邻里、提供服务、化解矛

盾等方面有效发挥引领作用。

据了解，在推进围合服务管理工作中，

各围合区域按照“一围合区一策略”要求，

科学合理制订围合方案，落实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应评尽评”，切实将围合服务管理

对群众生活出行、生产经营等造成的消极

影响降到最低，积极发挥“幸福圆桌会”“有

事来说”等居（村）民议事载体作用，广泛发

动群众参与，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参

与围合管理的积极性提高，建设平安家园

成为共识。

开放式小区“围起来”幸福生活“美起来”
本报记者 康春华 文/图

围合服务管理工作开展后，悦林小区变美了。

▲11 月 1 日，德兴市国家 4A 级大茅山风景名胜区，层林尽染，秋色宜人，挺拔的红杉林、美丽的红

枫，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美丽，让人流连忘返。 特约通讯员 卓忠伟摄11 月 1 日，

萍乡市湘东区老

关镇仁村村果农

在肖家湾百亩果

园采摘柑橘。近

年来，该区采取

创办果业合作社

等形式，利用荒

山 荒 坡 种 植 柑

橘、杨梅、柚子等

8000余亩，助力

乡村振兴。

通讯员 邓建萍摄

▼10 月 31 日，在泰和县塘洲镇塘洲村，农民驾驶收割机在高标准农田水稻种植区抢收晚稻。

特约通讯员 邓和平摄

11 月 2 日，

村民在分宜县杨

桥 镇 新 安 村 黄

栀子产业基地采

摘黄栀子鲜果。

近年来，该县采

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

在新安村发展黄

栀子中药材产业，

促进农民增收。

特约通讯员

袁建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