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声有彩舞动人生
本报记者赵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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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一群孩子， 他们
听不见， 但却能演绎出最动人
的舞蹈， 他们虽然只能靠手语
和别人交流， 但是却很会表达
自己的情感。无声的世界里，他
们总是有温暖和爱的庇护，让
我们一起走近他们。

记者来到百花大剧院，这
群特殊的孩子们要在这里表
演。第一次来到这里，不少孩子
们显得异常兴奋， 宽敞的大剧
院，硕大的舞台，都让他们觉得
即将呈现的肯定是精彩的晚
会，但是他们却听不见，也无法
像正常人一样发声， 因为他们
是聋哑儿童， 他们和外界的沟
通方式只能靠手……记者问：

“跳舞为你们带来了什么？”孩
子用手语比划着：“我从小就喜
欢跳舞，感觉很开心。”“我想通
过舞蹈实现上大学的梦想。”

“舞蹈让我们的人生更精彩。”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孩
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后
台，大家排好队，准备上场，这
样的表演在孩子们平时的学习
中经历过很多次， 但是面对这
么多观众，还是第一次。

在这次我市举办的“同心助残”

义演晚会中，我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
子们共参与表演了

5

个节目。 在正常
人看来，这仅仅需要几周时间排练的
节目，孩子们却花了整整

3

个月。

记者来到市特殊教育学校，当记
者用生疏的手语和孩子们打招呼的
时候，孩子们阳光、乐观的笑容一下
又感染了记者。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市特教学校
九年级的班主任刘莹莹老师，从她的
言语中记者感觉到，虽然在这里工作
相对会比对正常孩子的教育有更多
的辛苦，但她也体会到了孩子们的感
恩之情。

刘莹莹告诉记者：“孩子们在我

们老师的照料下成长成才，又都那么
懂事，每次上课都会为我们做好一些
准备，比如课件、电脑，为我们留下一
个椅子，每每想到这些，总是特别欣
慰，再多辛苦也就不算什么了。”孩子
们告诉记者，老师们在他们眼里像妈
妈、像姐姐，他们都很喜欢老师。

郭老师是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
舞蹈老师， 起初并不会手语的她，用
自己的爱心和耐心，一步步走上了听
障生教育之路，让残障学生和其他学
生一样，自信地生活，健康地成长。

郭老师说，一段舞蹈，对于普通
的孩子来说， 学习起来也很费劲，对
特殊的孩子更有难度。“他们不像普
通孩子可以听见乐律，孩子们主要还
是需要老师一旁的手势，特别是孩子

们对动作的理解， 也是需要记忆的。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有顾虑，通过这
么长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真的觉得
孩子们的内心是那么纯真。” 郭老师
说。

“有人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找到
了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找到
了。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让我体
会到更多的幸福感。”采访中，一位特
教老师这样对记者说。

这些老师们尽心尽责地在特教
工作岗位，用信心、爱心、恒心浇灌着
残疾孩子们的心灵。

爱，可以把坚冰融化；坚持，能够
滴水穿石。 只要我们用心执着地去
爱，去为每个孩子开垦出一片成长的
沃土，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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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刚刚过去， 在父亲节就要
到来的时候， 笔者想对天下的父母们
谈谈关于“父爱与母爱”的看法，因为
很多现实之事演绎了一些悲剧， 皆因
“爱”变成了“害”。

曾经有一位母亲说过这样一句
话：“孩子，你只管去做梦吧，妈妈帮你
来完成。” 这是一位外国母亲把

4

岁的
儿子的涂鸦做成毛绒玩具时所说的
话。 如果我们把每个涂鸦看作孩子的
每个梦想， 而把它变成现实的人却不
是孩子自己， 母亲的双手给孩子撑起
了一片蓝天， 但是终究很脆弱。 有一
天，母亲老了，累了，两眼模糊，双鬓苍
苍，作为一个孩子，你以后是否有能力
再把这片天撑下去？ 中华民族把亲情
看得十分重， 从孩子上幼儿园直到上
大学，然后参加工作，每一步都渗透了
父母的心血， 父母对孩子的爱可昭日
月，但在一些家庭中，这份爱却害了孩
子。

其实大家明白，一锅汤，就算原材
料再好， 如果调料失败就会导致汤不
堪入口； 一盘棋， 就算开始的铺垫再
好，如果一步走错则满盘皆输。父母对
孩子的爱是需要好“调料”的，引导与
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人生。

一个家庭并不富裕的孩子在向溺爱他
的老父亲要钱时，两人发生冲突，孩子
一气之下将父亲砍倒在床边，血泊中，

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儿啊， 钱在床
头柜子下面，拿着赶快逃跑吧！”这是
一个悲剧，是一则让人心寒的故事。孩
子要什么，父母买什么，孩子一哭二闹
再往地上一坐，父母便口软手软，这是中国十分普遍的现象。

孩子长大后，看同学有什么，他也要什么，父母只担心对孩子
心理造成阴影，尽力“买”足他的需求，钱一分一角地花出去
了，是否正一点一滴地毒害着孩子，真应该好好地想想。

往年有很多孩子，向父
亲要钱给母亲买“母亲节”

的礼物，然后到“父亲节”时
再向母亲要钱。现在，离“父
亲节” 不到一个月时间，身
边的父母们，你们是不是也
该反思些什么？

30 枚 奖 牌 背 后

“我们
6

名老年队员，

30

枚奖牌的获得，充
分证明了市委、 市政府对我市老年人体育活
动的重视程度， 及信阳市老年体育协会在开
展老年人体育活动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太
极拳教练胡雁萍这样告诉记者。

上个月，在香港举办的“祝福杯”第十一
届国际武术节上传来喜讯， 我市老年武术代
表队共夺得金牌

10

枚、银牌
10

枚、铜牌
10

枚的
骄人成绩， 这是我市继参加国际武术节比赛

以来获得奖项最多的一次。凯旋后，记者采访
了老人们。曾是教师出身的胡雁萍告诉记者：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难在坚持。无论年纪大
还是年纪小，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持之以
恒的毅力。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十分懒散，遇
到困难事儿就想打退堂鼓，这样是不可取的。

我和队友们每天早上都坚持锻炼， 虽然年纪
大了，但不论冬天再冷，夏天再热，除了雨雪
天，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获得的这些荣
誉，是用汗水和坚持换来的。所以，我们也想
用本次比赛的成绩， 能够给年轻的人们上一

课。”

据了解， 作为一项在华人地区久负盛
名的国际级武术大赛， 本届香港国际武术
节有国际武术套路、 套路专业、 太极柔力
球、健身气功、绝技功力、花式摔跤、跆拳道
等

37

个项目，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日
本﹑泰国﹑韩国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0

多名武术运动员参赛。 在此次国际武术节
上，在由程忠玉带领的由信阳市

6

名老年人
参加的陈式太极拳竞赛（传统）套路以及相
关级别的比赛中， 年过六旬的队员张国平

包揽了男子
M17

级别陈式太极拳、刀、剑的
全部金牌，并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的称号。

他的陈式三十六式太极刀，刀法多变、刚健
有力，获得了全场最高分。张国平个人独得
的沉甸甸的

5

枚金牌彰显了信阳市老年武
术爱好者的风采。此外，领队程忠玉，队员
杨中强、葛五爱分别在陈式太极剑、五行八
卦三合铲、太极对练中摘金，教练胡雁萍、

队员王玲在高手如云的太极柔力球比赛中
夺得银奖。 六名队员在集体竞赛中奋力拼
搏， 夺得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 陈式太极
拳、太极柔力球作为大赛的传统项目，以及
今年立项的太极八卦五行三合掌更是聚集
了陈式太极拳发源地、 太极柔力球发源地
以及海南、佛山、香港、泰国、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等国内外高手， 因此张国平等六名
队员获得的

10

金
10

银十铜奖牌就显得格外
珍贵和不易。 这也是继信阳上次参加国际
武术节比赛获得

8

金后，信阳老年武术爱好
者再次在赛场上掀起的一阵“信阳风暴”。

车辆无序行驶

山区雨夜急抢修
5

月
17

日
16

时， 信阳供电公
司郊区客服河部配电抢修班
班长吕晋接到谭家河供电所电
话：

10

千伏谭
3

线灵管分支线路
的
26

号和
27

号电杆被车撞断，造
成主线路跳闸，需要立即抢修。

吕晋电话要求供电所立即
断开谭

3

线柱
1

号开关，断开故障
线路，让主线路正常运行，不影
响其他客户正常用电。 随后，他
调集

8

名抢修人员火速赶到现
场。

到现场一看，一根
12

米高的
电杆几乎被齐地撞断，歪斜地倒
在乡级公路上。另一根电杆也严
重受损。不远处停着肇事的桑塔
那轿车已面目全非。天正下着中
雨，路面相当湿滑。大家赶紧找

来木棍， 将倾斜的电杆支起来，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不耽误行人
通行。

根据现场情况，如果从市区领
取电杆等物资， 不但路途遥远，

且手续较多， 不利于快速抢修。

经过协调， 吕晋决定从
8

千米以
外的一个在建工程先借物资，然
后再补还。

大家就近请来挖掘机，清理
现场， 等待新电杆的到来。

19

时
30

分， 两根电杆很快就运到现
场。立杆工作立即开始。雨越下
越大， 大家抛开雨具加紧抢修。

虽然已进入夏季，但雨中山区的
气温较低，让大家不停地打着寒
颤。夜色渐浓，吕晋打开应急灯
和所有车灯照亮现场。

经过大家的努力，

22

时
15

分，

所有的故障排除，恢复正常供电。

500多名郑州知青40年后相聚黄湖农场
重温激情岁月

40

年前， 他们风华正茂，意
气风发；

40

年后，他们两鬓斑白，

年近花甲，一段共同的青春岁月
让他们时隔

40

年后再相聚。

5

月
19

日，

500

多名曾经在潢川县桃
林镇黄湖农场插队落户的郑州
知青重聚潢川，重访他们魂牵梦
绕的故地，重温激情岁月。

这是一次难得的大团圆。如
今，

40

年过去了， 当年十六七岁
的少男少女都已经两鬓斑白。踏
上这块留下汗水、泪水、歌声和
笑声的土地，他们觉得这里的一
草一木都格外亲切，更惊讶潢川
这
40

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分别了
40

年的战友
,

热泪盈眶地拥抱在
一起；无数双手像当年一样紧握
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说不完的
千言万语汇聚在这里……这是
该县

40

年来规模最大、最隆重的
一次战友聚会活动。

回想起
40

年前，郑州第十中
学知青党爱华仍记忆犹新。

1973

年
5

月
21

日， 来自郑州第十
中学、第十一中学、第十四中学、

第十六中学、 第二十五中学、第
二十七中学、 生物制药中学的
2300

多名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
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号召

,

在郑州火车站踏上开往信
阳的专列，然后又从信阳辗转到
了潢川县黄湖农场。当年

,

他们
中年龄最大的不过

22

岁、

23

岁
,

最小的只有
14

岁。在这里，他们
度过

5

年光阴后，直到
1978

年，才
陆续返城。

回忆起当年在黄湖农场时
的情景，知青赵世红也有着太多
的感慨和难忘的记忆。“那时高
喊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的口号来到黄湖农场， 肩不能
挑，手不能提，什么都不懂。刚开
始的时候

,

我们根本就分不清什
么是秧苗什么是稗子，拔稗子时
把秧苗也给拔了，一天下来累得
全身酸痛无法起床。后来，我们
也慢慢习惯了， 什么苦都能吃
了， 什么困难都不再害怕了，黄
湖农场这段生涯造就了我一生
的自信。”

风雨沧桑四十载，难忘黄湖
哺育情。郑州知青返城后，始终
惦记着黄湖农场和那里的父老
乡亲。

40

年来， 知青们怀着感恩
的心， 积极为第二故乡捐钱捐
物，有的还重返这片热土，投资
项目， 助推潢川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回乡省亲， 许昌学院院长、

郑州
25

中知青张建军，创办河南
黄湖生态园林公司的河南凤梨
风险投资公司董事长、郑州

25

中
知青王源海又代表全体知青向
黄湖小学捐赠了一批电教设备。

据了解，为了将知青开发黄
湖农场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凝
固在潢川，传承、弘扬黄湖精神，

潢川县深入挖掘知青文化， 打造
知青文化品牌， 力争通过举办以
“缅怀流金岁月，弘扬知青黄湖精
神，搭建友谊服务平台，促进旅游
经贸发展”为主题的黄湖知青节，

邀请知青故地重游， 追忆青春岁
月， 感受第二故乡发生的巨大变
化， 架起知青与潢川人民友谊的
桥梁和纽带， 为潢川搭建一个广
阔的对外扩大宣传的平台。

图为孩子们表演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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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民任先生来电话向
本报民生工作室反映，市中心城
区中山北路与申碑路的丁字路
交叉处， 对面是市中心医院，在
上下班高峰期时经常堵车，此路
口没有设置红绿灯。

是日中午下班时间， 记者
来到中山北路与申碑路的丁字
路口交叉处， 中山路北连新华
路，南接东方红大道，是市中心
重要道路。 该路口车流和人流
都很大， 平均每分钟驶过车辆
将近数百辆。 交叉路口上虽然
设有人行道和安全警示标志，

但过往的车辆和行人都随意穿
行， 十分危险。 上下班高峰期
时，此路口并无交警执勤，过往
的车辆和行人互不相让， 经常
发生拥堵。

“这个丁字路口的交通秩
序很混乱， 过往车辆经常发生
小摩擦。上下班高峰期时，此路
口并无交警执勤， 过往的车辆
和行人互不相让， 经常发生拥
堵。 应该在这里设置红绿灯。”

行人刘先生说。

对此， 记者采访了市交警
支队设施科， 该科室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设置红绿灯需要
上级部门的批准， 可以向市长
热线反映。

在此， 记者提醒出行的市
民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也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此事，

让市民出行更通畅。

□

本报记者郝光

小南门治理仍需标本兼治

本报记者郝光文
/

图
位于市区建设西路的小南门

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理， 究竟效果
如何，日前，记者来到这里一探究
竟。

只见夜市上过去摆放到马路
双黄线上的灯箱都已经撤回到了
人行道上，道路畅通了许多。为了
防止反弹， 市执法局专门在建设
西路设立了执勤点。 但是记者也
注意到， 以前要求小南门摊点的
棚子晚上可以搭在人行道上，白
天必须拆除， 但是现在这些棚子
白天也不拆掉， 变成了永久性占
道经营， 行人只能在机动车道上
行走，十分不安全。建设西路人行
道原本铺设的都是花岗岩地砖，

十分美观， 现在上面被一层厚厚
的油污给覆盖， 马路上的下水道
格栅也都被污垢糊住， 路上垃圾
桶东倒西歪、污水横流。

采访中，一些市民对小南门治理能否彻底、效果能否保
持长久表示了担心。 他们认为， 如果光整治不解决摊位摆
放、夜市经营的配套设施等根本问题，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希望有关部门广泛征集意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标本
兼治，方能彻底解决这里的脏乱差现象。

□

本报记者张诗绮

□

本报记者赵锐

5

月
21

日，新县举
行“争做文明出行人、

建设平安幸福城”签
名承诺活动。 来自部
分机关、 企事业单位
的职工， 学生代表及
驾乘人员

1000

余人，

在宣传横幅上签名，

为争做文明出行人作
出郑重承诺。

蒋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