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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姐姐”在
这些孩子的世界
有声有色

脱下棉袄帮学生取暖，为生病的学
生垫付医药费，让外地学生感受家
庭温暖……31岁的方艳芳在12年
间，用青春点亮聋哑学生的希望，
用爱温暖特殊的孩子。
“要让特教的孩子能像普通孩子一
样，快乐地生活和学习，让他们在
漆黑的世界里感受外界的色彩。”
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实习生 詹瑞雪

面对几十个盲人孩子，当初有些慌乱

今年 31 岁的方艳芳，是郑州市
盲聋哑学校一名普通教师。19 岁时
便踏入这所特殊学校，12 年间，她一
直担任盲生的教育教学和班主任工
作，成了孩子眼中的“大姐姐”。

未到郑州市盲聋哑学校时，方艳芳
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做
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真到教室面对
几十个盲人孩子时，她还是有些慌乱，
更何况自己还要成为他们的班主任。

“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些孩子真可怜，他
们的世界里没有色彩。那我怎样把五
彩的颜色告诉他们，怎样教他们辨别外
界事物，一时也有点不知所措。”

分类教学，让每个学生都体验到成功

但方艳芳认为，虽然这是一群特
殊的孩子，但也应该像普通孩子一
样，快乐地生活和学习。不过与特殊
孩子打交道，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想收到这样的效果，她深知自己
必须付出更多努力。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得到教育，
方艳芳就到书店买书，像个学生一样
听其他老师讲课，又像朋友一样和学
生同吃同学。给孩子上课过程中，她
不断探索新方法，并针对不同程度学
生进行分类教学，让每个学生都能体
验到成功。“特教的孩子本身就不同
程度地有自卑心理，要在教学中鼓励
他们增强自信心，乐观地面对生活，
他们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日记中的“方姐姐”

在孩子们眼中，方艳芳有时像妈
妈，有时更像个大姐姐。学生的日记
中，这样说：

“上小学一年级时，我生活自理能
力差，经常尿裤子，方老师就向我的家
长提议，让我多带两条裤子放在学校，
每次尿湿都是方老师帮我换。冬天怕
我冻着，方老师就让我坐在暖气片前，
用她的棉袄帮我盖着，把我的裤子放
暖气片上焐热了才给我换上。”

“我的家在外地，父母每学期只是
开学和放假时才来一次。方老师很细
心，知道我想什么，所以平时对我特别
照顾，给我买好吃的，经常嘘寒问暖，还
给我拿衣服穿。不论过什么节都会想
着我，端午节我有粽子吃，中秋节我有
月饼吃，冬至我有饺子吃，总之，方老师
为我做过的太多太多，我感觉很温暖，
在学校我也有在家的感觉，有方老师
在我身边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很幸福。”

出租车前轮卡沟难动弹

凌晨 0 点 20 分左右，紫
荆山路与东大街附近,一辆豫
AT0381号牌的出租车沿路边
减速行驶时，一只车轮栽进

了路边的沟槽。
记者看到，这道沟槽深

约 1 米，长度超过 1 米，宽近
半米，内部无积水，一辆顶灯
有“长剑”字样的出租车右前
轮卡在沟槽边沿。

的哥张师傅称，他沿路
行驶待客时，未注意被用来
遮盖沟槽的钢板位置被挪
移，感觉车辆前轮失陷已来
不及刹车。

“钢板应该是大车碾压
移 动 了 位 置 ，我 这 次 走 得
很 慢 ，要 是 快 的 话 前 边 保
险 杠 就 撞 掉 了 。”张 师 傅

说，路面上铺设的钢板未被
固定，露出的缝隙正好卡住
了轮胎。

红衣老人喊人帮忙抬车

管城区巡防队员訾新德
说，张师傅想要将车弄出，但
使用千斤顶并未奏效。

夜深人静行人稀少，但
听说张师傅需要帮忙，一名
戴帽子的红衣老人主动凑上
前来，他说“好心人多，帮忙
谁都愿意”。

“来呗！过来呗!”他朝
着附近小区的门卫挥手，两

人立即跑上前来问询情况，
还都蹲下来查看车辆受损
情况。

很快又有 4 名巡防队员
赶到，老少 10 个男人一起
在车头前站好，“一二三”喊
着号子，将出租车车头抬了
起来。

张师傅想要感谢大家，
可从驾驶舱出来人已经走
了，他查看发现车子底盘受
损不大，只有包裹的铁皮外
壳有凹陷。
线索提供
吕先生（稿费30元）

每周二、周五的早上7点，他从家出发，到附近小区接上一位病人送到医院，中午12点半
病人治疗结束他再把人送回家。这样的一接一送，的哥张永浩一干就是3年多。坚持3
年多，是个啥感觉？“这接的送的多了，跟叔都有感情了。”昨日中午，憨厚的张永浩说起这
事，觉得特普通。 郑州晚报记者 张华 文/图

乘客还没来，的哥车到医院
先等着

昨日中午 12 点，郑州大
学第五附属医院，的哥张永
浩站在车外，拿着手机，不
时地看着时间，按照以往的
惯例，12 点半，他的乘客就
可以做完治疗。就在早上 7
点，他从家把这位姓邵的先
生送到医院。

提前来半个小时，不耽
误挣钱吗？

“耽误挣钱，也不能耽误
病人回家。”张永浩说，一般
到上午11点多，他不敢接活，

“11 点多开始堵车，万一拉个
乘客去东区或者西开发区，

到点回不来咋弄？！”为了保
证时间，张永浩只拉顺路的
乘客。

每周两次，早上接、中午
送，这样的重复，张永浩一干
就是3年多。

大年初一都没歇，实在坚持
不了朋友顶班

怎么会和一位乘客如此
“投缘”，一拉就是3年多？

张永浩说这事还得从3年
前说起。有一天早上，小区的
保安递给他一张纸条，说附近
一个小区有一位居民，经常要
去医院，想找个出租车来回接
送。张永浩接过纸条，打了纸
条上的电话，没想到就这样一

直坚持下来了。
“有时确实坚持不下来，

就找关系好的邻居顶替下。”
张永浩说，一年四季，一周四
次接送，他基本上没有间断
过，今年大年初一都没停。
有时确实家里有事走不开，
就找楼下另一位的哥帮忙接
送。3 年来，这位的哥大概替
他顶了10次。

早送，早等，耽误挣钱，
不想辞了这个活吗？

一个人包辆车，养活一
家四口，张永浩说生活压力
确实很大，一天跑车十四五
个小时，有时开车水都不敢
多喝，这样的天，嘴唇干得
裂着口、起着燎泡，真的很

累，但是真没想过要辞掉这
个活，“早在这等下我还能
睡会儿觉，逼着自己休息也
是好事。”

有一天，邵先生说万一
不包车了，谁来接他？张永
浩说：“只要我跑着车就会一
直接送你，我不跑了，肯定托
付给其他人。”

的哥付出这么多，孙女士总
想表达下谢意

12 点 36 分，刚刚做完治
疗的邵先生在家属孙女士的
陪伴下，缓慢走了出来，张永
浩帮忙打开车门，扶着邵先
生坐了进去，身体虚弱的邵
先生要找帽子，孙女士说“早
上都没戴”。

“戴着呢，我记着呢。”张
永浩从孙女士手里接过来手
提袋，一翻，果然找到了帽
子。邵先生缓慢地戴上，说：

“张这人真好，真得好好表扬
表扬。”

孙女士说，邵先生说话
不太方便，张永浩接送他们
两个的事，她真的很感动。

“他就是正能量，一年四季，
不管多忙，不管在哪个角落，
都来接我们，真的很不容易，
生活压力还这么大。”

这 位 好 的 哥 付 出 这 么
多，虽然也正常收费，但孙女
士一直觉得内心很不安，总
想表达下谢意，一直无从表
达。有次她从报纸上看到很
多关于正能量的报道，对她
有了启发，于是决定找到张
永浩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广泰
出租车，希望公司对张永浩
能有些奖励。

帮张师傅抬车的10个男人
你们倒是抽根烟再走嘛
昨日凌晨，一辆出租车车轮卡进紫荆山路与东大街交叉口附近的沟槽内，热心老人见状喊来小区居民帮的哥将
车抬出。 郑州晚报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孙伟杰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