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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开学啦！上海开放大学残疾人
教育学院迎来 !"" 名新生，首届
!#$名残疾人学员也即将迎来毕业
典礼。毕业生中，年龄最大的 #%岁，
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用刻苦换回收
获：在宝山分校，残疾人大专班始终
是全校出勤率最高、毕业率最高的
班级；在闵行分校，许多学员被评为
市“开大”优秀班干部和优秀学员；
在杨浦分校，孙秀宝婆媳共同获得
“百佳学习型家庭”称号……

上海开放大学校长蒋红说：“残
疾人教育是提高残疾人素质、改善
残疾人状况、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
的重要途径，教育公平也是实现和
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互帮互助提升自我
首届毕业生、低视力盲人陆白

妹回顾两年半的学习感慨万千，她

说：“没有老师和同学鼓励，我早就
退学了。”原来，入学不久，她的母亲
就患上绝症，家人埋怨说：“你已经
一把年纪了，妈妈又生了重病，还去
读什么书？”辅导员安老师知道后，
鼓励她珍惜学习机会，并指定老大
哥陈建龙与她结对，负责接送，老陈
常把笔记送到陆白妹母亲所住的医
院，在病床前给小陆补课。在他的鼓
励下，小陆重新回到课堂。就这样，
小陆不仅没掉队，每次期末考试平
均分都达到 &"分，顺利完成学业。

首届学员的平均年龄超过 '"

岁，他们除了有身体残疾，家庭重担
也会影响学习，然而，在这个学习氛
围浓厚的大家庭中，师友间的真诚
帮助让他们最终都坚持了下来。

#" 岁的松江叶榭镇残疾人孙
秀宝在即将毕业前，积极鼓励儿媳
报名参加会计大专班，婆媳俩成为

校友，在松江分校传为佳话。在她们
的榜样力量下，又陆续有残疾人动
员子女、亲戚参加“开大”学习。
其实，在首届学员中，大部分已

有工作岗位，他们参加学习的动力
与年轻人不同，不是马上找一只“饭
碗”，而是提升个人素质、更好地融
入社会。杨浦区的一名助残员说，参
加社区管理专业的公关礼仪课程
后，她更加懂得窗口岗位应当怎样
待人接物。现在，看见残疾人走进办
公室，她懂得让对方先开口，然后条
分缕析解决，工作起来更加顺当。

社会保障仍需跟上
一把年纪的残疾人走进大学，

正儿八经接受两年半的学历教育，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为从交通、经济
等方面保证残疾人学员无后顾之
忧，各区县残联想了不少办法，例如

安排车辆、发放饭贴，嘉定、宝山等
区残联还承担全部学费和交通费。
上海市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学

院和各分校也动足脑筋，例如进行
校园设施无障碍改造，把午餐从
食堂送到教室，编印适应盲人的语
音教材、大字教材，捐赠电脑，设置
适合各区县经济发展特点的个性化
课程等。
不过，这项由教育机构、各级残

联和全市残疾人共同进行的创新型
教育也面临着种种瓶颈。
不久后，即将首次有盲人学员

参加全市中级英语口译考试，他们
的“敲门砖”就是上海市开放大学专
门制作的读屏软件，否则，他们无法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题目。然而，残疾
人的高等教育尚未纳入我国教育部
门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即使开放大
学等教育机构意识到其重要性，与

残联携手创新，也会面临种种困难。
例如，首批专科生毕业后希望升入
本科班继续深造，首先要参加中央电
大的考试，在英语网考中，低视力残
疾人来不及答题，因为他们只有写大
字才能看得清，一般答题纸不够写。
目前，上海开放大学在全国唯一为残
疾人学员争取到两张答题纸的“特殊
照顾”，但仍无法延长考试时间。
此外，缺乏特殊教育师资力量

和具备专业技能志愿者，资金等资
源的不足，也影响教学开展。前不
久，宝山分校给嘉定学员开设旅游
服务与管理班，仅仅《酒店客房打
扫》这门课，就花了两个月才找到能
对残疾人因材施教的专业教师。残
疾人教育学院梁志华大声疾呼：“只
有得到全社会重视，残疾人公平接
受教育的权利才能实现！”

本报记者 孙云

上海开放大学首届残疾生毕业
创新型学历教育呼唤社会更多支持

! ! ! !最近，鲁班路上的绿色港湾福
利院准备装修，不少入住老人的家
属参观样板间时，不约而同地对院
长杨文景说：“你们乘这个机会调价
呀，否则我们都不好意思了！”然而，
十几年来只涨过三次价的杨文景婉
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因为，他和妻
子张惠英都是残疾人，他们的初衷，
正是为了让饱受病魔折磨的残疾人
和老人有一个安度夕阳红的港湾。

意外身残艰难创业
“不奋斗，没有出路。”这是张惠

英的口头禅，也是夫妻俩近 %"年人
生路的真实写照。
年近七旬的夫妻俩早在上世纪

%"年代赴重庆参加支援三线建设，
!(&)年，张惠英因为意外事故导致
高位截瘫，深度近视的杨文景在翻
山越岭寻医途中滚下山坡，导致右
眼几乎全盲。人近中年，幼子仅 #

岁，夫妻俩突然都成了残疾人，无疑
是巨大打击。

!(&(年回沪后，两人走上创业
道路。他们开过一家杂货铺，再艰难
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张惠英说，她
至今难忘一个画面：几十年前的一
个夜晚，她躺在床上十分口渴，刚发
生眼底出血的杨文景看不清，一路
爬到桌边，给妻子拿来一杯水……

感同身受尽心护理
!(((年，帮朋友管理一年养老

院的夫妻俩发现，他们十分适合为
老人和残疾人提供护理服务。筹集
#"万元，历经一年后，他们把原卢
湾区的一家招待所改建成有 #"张

床位的护理安老院，取名“景心”，寓
意杨文景夫妇精心、尽心之意。

杨文景为治疗张惠英所患褥
疮，在曙光医院参加过针灸培训，并
长期钻研中医医术。养老院落成不
久，!"! 岁老红军吴老的家人慕名
联系杨文景，请他诊治吴老身上两
个褥疮，其中一个有拳头大。杨文景
不仅上门义务诊治，还辅导吴老家
人，三个多月便根治了老人的顽症。
多年来，他一直不怕脏累，亲手帮瘫
痪老人疏通腹中郁结多日的粪便。

港湾创造爱的奇迹
虽然养老院规模几经扩大，人

员不断变动，名称也更改为绿色港
湾，但悉心服务的规矩从来没变，养
老院创造出许多爱的奇迹：被医生
诊断为只有二三个月生命的 &*岁
多发性脑中风老人，入院后所有褥
疮痊愈，一天 )次鼻饲已维持 (年；
(&岁摔伤骨折的老人卧床后，护工
每 *小时为其翻身、按摩一次，直到
!"#岁去世没生过褥疮；有的老人

去世后，家属仍每年回来探望护工
和杨文景夫妇……更难得的是，许
多在别处吃尽闭门羹的全瘫、孤寡、
痴呆老人和残疾人，终于在这里安
顿下来，安度体面的晚年。
现在，绿色港湾住了近 *#"人，

几乎全部是瘫痪的老人和残疾人，
其中 !""岁以上的有 !"人，因为照
顾得当、心情愉悦，(&岁的老太还
能每天搓麻将。张惠英希望通过努
力，真正做到“一切为了老人，为了
老人的一切”。 本报记者 孙云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日前，上海
影城挂牌成为上
海第七家无障碍
电影院，面向长宁
区残疾人提供无
障碍观影服务。借
助上海广播电视
台主持人志愿者
的现场讲解，盲人
观众也体验到最
新影片《一夜惊
喜》的精彩剧情。

除在上海影
城零时差放映最
新的无障碍电影，
长宁区残联还在
长宁区民俗文化
中心循环放映经
典电影。未来，还
计划在百联西郊
购物中心的世纪
仙霞影城为残疾

人放映公益电影，形成东、中、西
全覆盖的格局。

又讯 长宁区残联依托自闭
症儿童康复机构———青聪泉儿童
智能训练中心，在哈密路 !)&号
建立了为自闭症儿童家长服务的
“阳光宝宝”家长学校。

家长学校将开展免费咨询、
观摩教学、康复讲座、亲子同训、
个别指导、家长开放日等活动，不
仅为家长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
台，也为康复专家提供一个向家
长传授家庭康复知识、康复方法
及经验的平台。

残疾夫妻创办养老院，一心为残疾人
和老人营造绿色港湾———

让全瘫痴呆老人体面度晚年

! ! ! ! 本报讯（通讯员 袁文君 记者
江跃中）闸北区虬江路 !$'!弄小区
里，自从 '&岁智障人士小周失去了
照料他多年的阿姨后，他和他的家
庭得到了复元坊居民区党总支的关
爱。居委会干部的举动，打动了小区
居民：“每天一日三餐、生活琐事都
帮忙安排好了，你们胜似小周的亲
阿姨啊！”也有居民担心：“再过两
年，居委换届了，还会有人像你们这
样照顾小周一家吗？”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李梅珍果断回答：“会的，帮助
社区弱势人群，是居委会的职责！”
小周生于 !(%#年，其父也是一

名智障患者，父子二人生活一直不

能自理，原本都由同住的小周的阿
姨照料。去年，罹患乳腺癌晚期、卧
床许久的阿姨不幸去世，留下年逾
古稀、身患糖尿病并发症、下肢溃烂
的姨父和小周父子。
早在阿姨卧床时，家里已经无

人打理，锅碗瓢盆摆放杂乱无章，长
期未经洗涤的衣被堆成一团，屋内
时不时散发出阵阵恶臭。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李梅珍获悉后，心头格外
沉重。“我们居委会一定要想办法帮
助这户困难家庭。”李梅珍提出了这
一想法后，居委会干部们立刻行动
起来。他们把小周的姨父送到一家
特色医院。小周的姨父经过精心治
疗，病情得到了控制。
小周的阿姨去世后，她的后事、

小周父子的日常生活等，又成了复

元坊居委会干部的分内事。如今，这
一家三口的生活，全由居委会负担。
每天，出入小区的居民都会看到居
委干部推着轮椅送小周姨父去医
院；轮流去小周家打扫房间，清洗衣
被；李梅珍为患者端水送饭、替换尿
布等等。这些在居民中引起了震动，
大家纷纷赞扬居委会“不容易”。
在居委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一

本账本，那是李梅珍、胡桂英她们每
天为小周一家登记的收支情况，每
笔收支都有签字。每周一到周五，小
周父子的三餐由居委订餐送餐解
决；双休日，父子二人去附近联系好
的餐厅吃饭，居委负责结账。小周很
感激这些阿姨。正是这些胜似亲人
的阿姨助推社区帮困爱心的暖流，
为文明社区的创建添加了正能量。

智障父子缺照料 居委干部当家人
居民称赞闸北区复元坊居民区党总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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