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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
$

时许
#

在

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学楼前的一

片空地上
#

该校舞蹈队的队员

们开始像往常一样练习跳舞
$

舞蹈老师栾雪莲不停地用双手

打着拍子指挥
#

虽然队员们的

动作不是那么整齐
#

但能感觉

到她们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

如果不是看到舞蹈老师用手语

和她们交流
#

谁也不会想到
#

这一群快乐的孩子都是聋哑

人
#

而且她们中的三名女孩已

成为
"%%&

年北京残奥会开幕

式舞蹈演员的候选人
$

#$%&'()

正常情况下
#

特殊教育学

校的舞蹈教室应该有木地板
#

老师通过踏响木地板上的象脚

鼓
#

把震动传给站在地板上的

学生
#

从而让孩子们知道舞蹈

的节奏
$

但我市的特殊教育学

校设施简陋
#

根本没有专门的

舞蹈教室
#

不仅没有木地板
#

甚至连练功用的大镜子也没

有
$ %

虽然孩子们只能在学校

的操场上
&

空地上练习
#

虽然

地面上坑坑洼洼
#

但她们却一

点也不抱怨
$

遇到雨雪天
#

她

们就在走廊里练习
$

这些孩子

虽然都是聋哑人
#

但她们都很

聪明
#

还特别能吃苦
$'

栾雪

莲老师感慨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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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89

因为队员们听不到声音
#

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
#

舞蹈老

师栾雪莲要边打手语边做舞蹈

动作
#

一节课下来
#

栾雪莲累

得满头是汗
$

栾雪莲说
( %

'$

年前我刚分配到特殊教育学校

当舞蹈老师时
#

困难比我想象

的大得多
#

再好听的音乐
#

孩

子们也听不到
#

所有的舞蹈术

语
#

我都要用肢体语言来表

达
#

所有的节拍和口令
#

我都

要用手势来传达
$

一个简单的

舞蹈
#

教正常孩子几天就行

了
#

可因为这些孩子听不到声

音
#

所以她们的舞蹈表现力和

理解比不上正常的孩子
#

为了

让她们跳好
#

只有让她们不断

地练习
#

使她们心中有数
#

一

个简单的动作
#

我们要重复上

千次
$

每次教她们舞蹈
#

我都

是先教她们单个的规定动作
#

再教一组一组的动作
$

每天只

能教两个节拍
#

多了她们记不

住
#

有些队员懂了动作却又做

不到位
#

只能一遍又一遍地

教
#

一步步地加快
$

为学一个

舞蹈
#

我们要付出比正常人多

好几倍的努力
$'

由于孩子们听力和语言都

有障碍
#

不仅难以掌握舞蹈的

节奏和韵律
#

也无法体会舞蹈

动作所蕴含的意义
$

为了让她

们的肢体语言在舞蹈中更为准

确和灵活
#

栾雪莲便创造性地

进行教学
#

以生动
&

形象
&

多

变的教学方法
#

把技能训练渗

透于艺术感受的过程中
#

使学

生对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为深

刻
$

栾雪莲说
( %

我觉得我的

学生和正常学生没什么区别
#

不同的是我们需要用手势对

话
#

虽然在无声世界里
#

但她

们同样能舞出优美的旋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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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哑学生在排练舞蹈的过

程中最难掌握的就是节奏
&

眼

神和表情
$

在现场
#

记者看

到
#

为了让孩子们表演得更

好
#

每一个节奏
#

每一个眼

神
#

栾雪莲都会用手势为她们

一一比画
$

考虑到聋哑学生的特殊情

况
#

在选择舞蹈时
#

老师一般

都选择音乐缓慢的
#

这样学生

跳起来容易一些
$

可栾雪莲却

不这样想
#

这些年她为学生编

排的
)

欢天喜地
* )

奔放
*

)

酥 油 飘 香
* )

山 花 烂 漫
*

)

让世界充满爱
*

等都是节奏

非常欢快的舞蹈
#

且这些舞蹈

均在省
&

市会演中取得了第一

名或第二名的好成绩
#

其中

)

山花烂漫
*

还荣获了第四届

全国盲
&

聋培智学校学生艺术

会演三等奖
$

栾雪莲说
( %

我喜欢教孩

子们跳欢快的舞蹈
#

我希望通

过我们师生的努力
#

让观众看

不出这是聋哑人在跳舞
$

在跳

欢快舞蹈时
#

由于孩子们听不

到
#

动作一快
#

队员把动作做

到位很困难
#

但我们通过反复

练习
#

最终也能跳得很好
$

其

实我是想通过学习舞蹈这件

事
#

告诉孩子们她们虽是残疾

人
#

但只要努力
#

也能上舞

台
#

也能取得一定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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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队的孩子们大多是在

幼年时因病不幸失聪的
$

多年

来
#

因为无法与人正常沟通
#

每个队员都曾经为之痛苦过
#

但她们从来没有丧失生活的勇

气
#

始终自强自立
#

乐观向

上
$

队员蒋艳艳是个非常漂亮

的女孩子
#

因为跳舞出色
#

已

成为
"%%&

年北京残奥会开幕

式舞蹈演员的候选人
$

虽然她

在
(

岁时因发烧成了聋哑人
#

但乐观向上的蒋艳艳并没有放

弃自己的生活
$

在学校里
#

她

是最受同学欢迎的人
#

这不仅

是因为她学习好
#

也不仅仅是

因为她在画画和舞蹈上有天

赋
#

而是因为她乐于助人
$

因

为特殊教育学校接收的均是残

疾儿童
#

这些儿童来住校时年

纪都比较小
#

他们的父母不在

身边
#

加上自身残疾
#

生活上

有些不方便
$

蒋艳艳就主动担

负起照顾小同学的任务
#

给他

们买饭
&

洗衣服
+

小同学尿床

了
#

她给他们洗床单
+

小同学

生病了
#

她照顾他们
+

小同学

经济困难了
#

她用自己打零工

挣来的钱资助他们
,,

蒋艳艳用手语对记者说
(

%

我和他们一样都是残疾人
#

我更能理解他们的痛苦
$

我希

望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

虽然只是一点点的帮助
#

但如

果能让他们坚强地生活下去
#

我会很幸福
$'

刘玲玉也是
"%%&

年北京

残奥会开幕式舞蹈演员的候选

人
#

她在
!

岁时因为生病成了

聋哑人
$

虽然身体上有残缺
#

但她从没有停下寻梦的脚步
#

学习之余
#

她喜欢玩电脑
#

凭

着刻苦训练
#

如今她打字的速

度非常快
$

生活中
#

她也和蒋

艳艳一样乐于助人
$

还有
"%%&

年北京残奥会开幕式舞蹈演员

候选人王茹
#

她也是一个成绩

优秀
&

有着广泛爱好的聋哑女

孩
$

%

这些女孩子从没有把自

己当作残疾人来看待
#

也没因

为身体有缺陷而抱怨
&

消极
#

她们的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
#

但她们很乐观
#

都是非常好的

孩子
$'

栾雪莲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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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们的眼里
#

栾雪莲

老师太忙了
#

她不仅教她们跳

舞
#

还像妈妈一样照顾她们的

生活
$

队员蒋艳艳家庭困难
#

栾老师资助她读书
+

队员刘玲

玉生病了
#

栾老师带她去看医

生
+

队员王记平有心事了
#

栾

老师和她谈心
,,

这些事情
#

栾雪莲都不愿多说
$ %

我们学

校的老师都是这样对待学生

的
#

其实孩子们才是最不容易

的
$'

采访中
#

栾雪莲一再强

调要多写孩子
#

她还说
( %

我

的这些孩子非常聪明
#

而且很

有志气
#

我平时都按照对待正

常人的要求来教她们跳舞
#

我

希望通过舞蹈来帮助孩子们找

到自信
#

让她们明白只要努

力
#

自己并不比正常的孩子

差
$

孩子们每一次刻苦的练习

和比赛
#

无论成功与失败
#

在

我的眼里都是最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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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修建沿淇步道的

时候
#

不是规定不允许机

动车通行吗
-

为什么现在

沿淇步道上车来车往
#

给

徒步游玩的行人带来很

大的不便
#

也对我市在外

地游人眼中的形象有所

影响
#

希望有关部门能加

强监督
#

使有关规定落到

实处
#

维护好我市旅游城

市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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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路玉兰巷北段

的一下水道一直往外冒

污水
#

气味很难闻
$

这

种情况已持续两个星期

了
#

一直没人管
$

希望

主管部门及时疏通这里

的下水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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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曾经承

诺改善山城区红旗街人

行道
$

目前
#

红旗街中

段以及西段的人行道已

经得到了改善
#

但西段

人行道的路况仍不容乐

观
$

甚至有晨练的老人

因路面坑坑洼洼而摔倒
$

另外
#

山城区要建森林

公园
#

希望红旗街与森

林公园衔接处的道路也

能尽快得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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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不是早已

下文禁止把草坪改为菜地了

吗
-

前段时间小区物业公司也

张贴通告让种菜的住户自行铲

除他们所种的菜
#

可还是有一

些住户不配合
,,'

!

月
"#

日

#

时许
#

新区华夏小区物业公

司的李先生通过本报热线向记

者反映
$

opqrst uvwx

据李先生介绍
#

其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时
#

为执行相关规

定
#

物业公司正在与一些自下

通告起至今仍未自行铲除所种

蔬菜的住户进行协商
$

因物业

方面想劝其自行铲除所种蔬

菜
#

住户却坚决不同意
#

双方

发生争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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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下午
#

记者来到华夏

小区
$

正如拨打热线电话的李

先生所反映的那样
#

华夏小区

东半部分
#

即
$%

号
&

$&

号
&

"'

号 楼 前 的 草 坪 大 都 遭 到

%

毁容
'#

被部分业主改造成了

菜园
$

记者看到
#

这里的蒜

苗
&

葱
&

辣椒
&

香菜等长得很

旺
$

居住在
$&

号楼的王大妈

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
( %

我们

也不是非要种菜
#

只是小区的

草坪维护得并不太好
#

经常杂

草丛生
#

招来很多蚊子和一些

小 虫 子
#

也 影 响 居 民 的 生

活
$'

记者调查发现
#

上面提到

的三栋楼的住户相当一部分为

上了年纪的老人
$

由于退休后

没事可做
# %

种些菜玩玩
'

成

了他们种菜的原因
$

经记者询

问
#

这些种菜的住户多数对于

%

草坪为公共用地
'

的认识比

较模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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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

李先生告诉记者
( %

草坪是大

家的公共财产
#

有些住户竟私

自铲除草坪
#

把它们开发成自

家菜园
#

仅为自己谋利益
#

却

破坏了小区的环境
#

损坏了小

区的形象
#

他们太不自觉了
$'

华夏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

武女士认为
#

公司已贴出禁止

毁坏草坪的通告近一个月
#

但

仍有不少居民继续暗自开发菜

园
$

他们在禁止受阻的情况

下
#

不得不采取强行铲除菜园

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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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业与业主发生争执期

间
#

市房管局有关人员赶来调

解
#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

市房管局一位段姓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

该小区老年居民较

多
#

法律法规意识比较淡薄
#

需要人性化管理
$

现双方已经

商定
#

待个别蔬菜稍作处理

后
#

业主尽快自行铲除
$

物业

公司表示
#

清除菜园后
#

将重

新补种公共草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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