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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声音的世界是孤寂的。
但 是 在 安 徽 省 安 庆 市 ，

1356 名听障儿童，因为有了 39
位天使一样的妈妈，与有声世
界有了交流，孤寂的世界，因为
爱的光芒，焕发生机。

3 月 1 日 ， 怀 着 敬 佩 之
情，《经济日报》 记者来到安
庆市残疾人聋儿语训康复中
心，中心的集体教室内，欢快
的音乐声响起，孩子们正在老
师的辅导下练习口语交流。

安庆市残疾人聋儿语训康
复 中 心 组 建 于 1996 年 3 月 ，
现在的 40 名工作人员中有 39
名女性。19 年来，他们累计
帮助 1356 名听障儿童取得了
不同程度的康复。

都说十聋九哑，让聋儿开
口说话，在过去几乎是一件不
可能的事。可如今，在安庆市
残疾人聋儿语训康复中心，越
来越多的聋儿通过免费植入人
工耳蜗、装配助听器，再经过
科学的康复训练，不仅能听懂
家人的呼唤，还能进行正常的
交流，重返有声世界。

“ 国 栋 8 个 月 大 的 时 候 ，
我就发现他除了对打雷和放鞭
炮感到害怕外，对别的声音都
没什么反应，去医院检查才发
现听力严重受损。”在中心的
语训康复室，宜秀区大桥办砂
桥村的居民汪艳说，在孩子 1 岁的时候，就被植入人
工耳蜗，并送到了康复中心。汪艳至今仍记得，孩子
第一次叫她妈妈时激动的心情。“现在孩子懂得一些简
单的交流，可以说 8 个字的话。”让汪艳充满感激的，
是一直以来给孩子悉心照顾和指导的曹心玲老师。

2010 年，曹心玲从幼师岗位来到康复中心任职。
“和以前当老师不同的是，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投入更多
的爱心和耐心。”

每天清晨，曹心玲和班上的其他 4 个老师先带孩子
们玩玩游戏，热热身。随后便开始每日必做的口舌操。

“口舌操主要是活动口腔和面部肌肉，这样能让面部、
舌头和唇部更加灵活。因为我们在发音的时候有的音有
呼和吸，所以做完口舌操后还要做呼吸训练，简单地说
就是吹吹风车、吹气球，吸香气，配合他的发音。”在
曹心玲的指导下，孩子们从最初的一个个音节的发音，
发展到能简单地交流对话。

与曹心玲老师一样，陈宗芳在刚刚踏入特教行业
时，习惯性地把听障儿童当作正常孩子一样教导，后来
才慢慢转变了教学方式。如今，陈宗芳总结出的经验
是，孩子哪个耳朵好，就坐在哪个耳朵后面说话，不让
孩子看见自己的口型，逼着孩子练习听力。

“回想起康复中心组建初期，首期报到参训的只有
7 名听障儿童。由于当时听障儿童康复工作投入大，周
期长，见效慢，我们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康复中心
主任叶小红说。

否定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渴
盼听见的眼神，看到听障儿童父母那一张张忧心忡忡的
脸，叶小红和当时中心仅有的 4 名老师，凭着那份坚持以
及对听障儿童真挚的情感，毅然把这项工作做下去了。

由于听障儿童康复事业当时在我国尚属于起步阶
段，相关书籍异常稀缺，为丰富专业知识，叶小红从大城
市购买书籍资料，自费参加相关讲座和培训，和中心的其
他老师一起在 1996年钻研出《聋儿语训教学大纲》。

叶小红说，耳聋的孩子往往都具有语言能力，之所
以十聋九哑，主要是因为没有早发现，接受早期治疗，
贻误了康复的最佳时机。因此，对聋儿进行语言训练，
关键在一个“早”字，早期干预可使聋儿开口说话。只
要坚持训练，即使将来他不能像正常人说话那般流畅，
也一定可以进行交流，能够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安庆市残疾人聋儿语训康复中心曾经承担全国听
力语言康复规范化试点工作，创造了‘筛查—诊疗—训
练’听力语言康复模式，并向全国推广。”安庆市残联
理事长童宏葵介绍，目前，中心首创的亲子同训教学
法，集体课与个别训练相结合的全面康复模式，促进了
听障儿童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康复质量。

如今，第一批入校的胡健不仅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
和生活，还辛勤创业，从事五金电动工具销售。谈起当
年在学校的康复经历，胡健感慨万分，“在中心，我培
养了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的信心和能力。”

3 月 5 日，山东协和学院党委书记、教
授王桂云坐在《经济日报》记者对面。

她瘦小、质朴，与其创办的规模庞大
的优秀院校形成强烈对比。

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偏远的济南西
郊，王桂云创办了教室、餐厅、宿舍等
配置齐全的学校，招来招去，只招了 6
名学生，她热情地劝说表妹来上学，丈
夫盛振文耐心地动员表弟来听课，最后
只招进 8 名学生。偌大的校园，8 个学
生，如果开课，根本不够成本，怎么办？

王桂云说：“开课，不能失信！”
“算了吧，给学生解释一下，这个学办

不起来。”
“回头吧，路走不通了，回头是最好的

选择。”
“你这山东中医药学院的大学生，毕

业包分配，找个铁饭碗端着，多舒服！”
朋友们好心相劝。

“办！大学生创业总得有做‘车前子’

的，不能还没试、还没闯就‘当归’！”王桂
云说。

济南中心区域的繁华，映衬得远处西
郊的学校更显冷清，尤其是不通公交，聘
请的专家、老师不愿去上课。

王桂云骑上自行车，大老远地骑到人
家家门口：“老师，俺没轿车，委屈您点，我
带您去上课，行吧？”

从此，一条拐来拐去、上坡下坡的路
上，一个女子带着老师来回奔波，这路不
近啊，单趟就得骑上 1个多小时。

一米八的老师被感动了：“以后我自
己骑自行车来！”

心近了，路就不远，老师们理解了王
桂云的苦心，自己想办法来上课。

这种精诚办学的好口碑春风般吹开，
校园里学子的花朵就烂漫了。王桂云招
到了 100多名学生，开办了两个班。

王桂云本来可以不这样劳苦，可以找
个固定工作，安心当她的“白衣天使”，是

什么动力促使她自主创业？
1968 年 ，王 桂 云 出 生 在 山 东 淄 博

的一个农村家庭。穷困使这里缺医少
药 。 这 使 她 从 小 就 下 决 心 ，长 大 要 学
医 。 可 当 她 从 医 学 院 毕 业 后 ，看 到 基
层 的 医 护 人 员 少 ，要 解 决 农 村 的 就 医
难 问 题 ，仅 她 自 己 从 医 ，太 微 不 足 道
了。她想通过办学培养源源不断的医
学人才。

如今，王桂云已是山东协和学院党委
书记，学校已发展成拥有 57 个统招专业，
1.5 万名学生，占地 1500 亩，固定资产 10
亿元的普通本科高校。

学校规模变大了，但她对学生的仁爱
之心从未变过。她是个细心人，她知道，
一次洗澡费、一壶开水，虽然不贵，但对农
村的学生来说，就意味着要从生活费中多
支出 3 元到 4 元。为此，学校从办学开
始，学生喝水、洗澡就全免费。

辽宁省两个孤儿兄妹考入山东协和

学院后，王桂云当场决定免除两个人的
学费。几年来，学校为 9000 多名贫困
生减免了学费。

据不完全统计，2007 年以来，王桂
云个人带头为本校学生捐款 22.3万元。

记者在协和学院还采访了不少老
师。他们对学校、对工作都充满热爱。爱
是相互的，王桂云历来对教职工关怀备
至。

实施青年教师学历提升工程，选拔
资助 27名教师出国读博士学位。

近 3 年来，举办女教工培训 13 期、
280 多人次；组织女教师外出学习考察
287人次、安排学习进修 102人。

学校垫付 1400 余万元为教职工盖
宿舍，解决教职工住房困难。

正是仁爱之水，承载着山东协和学
院的大船，破浪前行。

学院建成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 1 门，省级精品课
程 43 门；省级特色专业和优势特色支
持专业 6 个；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承担省级教学改革立项项目 10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11 项，其中一
等奖 1项。

学院学生在技能和科技大赛中，获
得国家级奖 16项，其中一等奖 2项。

学院近 3 年毕业生就业率均保持在
90%以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率
为 98%以上。

王桂云本人也获得很多荣誉，最近
刚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不论有多少荣誉，不论有多少成
功，王桂云都保持清醒。她不改初衷，
依旧关注农村。学校从 2005 年开始，
在全省开展免费培训乡村医生，连续
10 年培训乡村医生 2 万多人，培训覆盖
面占全省 17 个市的 64.7%。学校免费培
训乡村医生，每年要投入 200 余万元。
王桂云针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主持
编写了山东省乡村医生在岗培训系列教
材，深受乡村医生的欢迎。乡医培训提
高了受训地区乡医的业务素质，使 2000
多万名农民受益。

王桂云说：“我们今后将继续免费办
培训班，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把山东省的
乡村医生轮训一遍。让乡村医生都能得
到职业培训，让乡亲们更放心地看病。”

记者走在山东协和学院，感受着春
天的花朵，感受着青春的气息，感受着
协和的温馨，一下子明白了，一个单位
只要闪耀着协和之光，就能绽放发展的
灿烂！

从 八 个 到 一 万 五
——全国三八红旗手、山东协和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王桂云的办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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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看我们卫星发射的现场直播，
我都会热泪盈眶。”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811
所物理电源事业部部长池卫英这样告诉记
者，“因为众多卫星上的太阳电池组就是出
自我们之手。”

太阳电池的作用是什么呢？池卫英说，
太阳电池组是航天器赖以飞翔的翅膀，其性
能与可靠性直接关系着航天器是否能顺利
完成预定任务。数以百计的太阳电池片犹
如动力之羽，组成了太阳电池阵，通过吸收
太阳光能量转化成电能，保障着航天器的正
常运作。

如果说太阳电池片是“天羽”，那池卫英
她们就是编织“天羽”的“织女”。

砷化镓太阳电池组成立于 2006 年，女
职工 24 人，占总人数的 61.5%。这个“织
女”班组先后为“风云系列”、“资源系列”、

“导航系列”和“嫦娥系列”等 80 多个航天型
号配备了超过 70 万片太阳电池，从未出现
质量问题。

记者在太阳电池组的制造车间看到，单
独一片太阳电池片的面积通常不足 30 平方
厘米，厚度仅为0.1毫米到0.2毫米，而太阳电
池上最细的金属线却只有十几个微米。

池卫英说，别看薄片虽小，制成却需要
10道工序、70道工步，每片造价更数倍于纯
金，制备过程的精细远超刺绣挑花，如同在
头发丝上做“微雕”。

砷化镓太阳电池组自成立后的 10 多年
间，将太阳电池的核心参数光电转换效率由

最初的 19%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的 30%，实
验室最高光电转换效率已达34.3%。池卫英
说，砷化镓太阳电池光电转换效率和合格率
的提升，凝聚了全体组员的智慧、辛劳和不
断完善的创新精神。比如，高级技师沈恋
英，被组员戏称为拥有一双“鹰眼”的大师，
她练就了见微知著的检验本领，能够发现产
品上10微米以下的缺陷；光刻高级工王铄在
工作过程中，发明了光刻缓冲软垫，直接将
该工序的不合格品降低 1 个百分点。再比
如，在嫦娥三号太阳电池项目攻关的两个月
里，攻关组采取了 24 小时工作制，每天翻两
班，60 天无休息，组员郭丽丽新婚第五天即
主动要求加入攻关团队，把蜜月延后了 2 个
月；为不影响工作，严柳柳把未满周岁的孩
子送到老家让父母照料，只能通过视频看儿
子⋯⋯

为了更多来自地球的使者翱翔夜空星
海，池卫英她们将用耐心和智慧继续编织出
更为令人惊叹的航天精品，让航天女性之美
在广袤的宇宙中呈现出流光溢彩。

2013 年 10 月 21 日，北部湾海域，一枚
导弹划破天际，直扑空中“猎物”，宣示我军
陆军首支女子战斗连队——第 41 集团军某
旅导弹二营搜索发射连形成作战能力。从
2013 年 3 月 20 日连队组建到首次实弹射
击，短短 7 个月时间，这群“战地玫瑰”创造
了某型导弹实弹射击多项纪录。

“金戈铁马”、“长剑倚天”这些向来被男
人垄断的词汇，已深深融入这群女兵的血
液。连日阴雨，训练场一片泥泞，但见她们
在高大的战车上跳上跃下、身手矫健，对导
弹操作系统了如指掌，记者不禁由衷感叹：
谁说女子不如男。

一次实弹战术演练中，女兵们连续 4 昼
夜转战3个阵地，白天机动至指定地域后，连
续展开发射准备、陆空对抗等十几个课目训
练，身上汗水从没干过；晚上，又要挖掩体、
搭帐篷、搞夜训，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这
些困难却并没挡住她们向胜利进发的脚
步。“原以为带着女兵上战场就是背了个大
包袱，没想到战地玫瑰分外香！”营长唐强的

话中透出欣慰和自豪。
导弹能否打得出、打得准，既取决于操

作手技能，也取决于良好的装备性能。女兵
们用打理妆容的灵秀，呵护着战车的“健
康”。每次实弹射击回营后，为了不让海沙
腐蚀战车，女兵们一头扎进导弹车库，卸下
上百斤重的轮胎，把轮毂、油气管上附着的
海沙清理干净，连螺丝缝隙都不放过。

一天早上，刚来到训练场，战士陈宇妍
看到车底滴油，跑去向教员老班长报告。班
长认为，晚上刚下过雨，车底滴点雨水、废油
是正常现象。“可是，颜色、频率和以往并不
一样！”陈宇妍辩驳。“战车刚经过大修，真的
会有问题？”班长将信将疑，和陈宇妍一起打
开车厢盖板，看到里面红彤彤一片。原来，
油管破裂，开机时红色液压油喷得到处都
是。老班长钦佩得竖起大拇指。

“只有心细如发，才能弹无虚发”。发射
导弹，女兵有自己的“成功秘笈”。一次地空
对抗训练时，女兵们发现，雷达发射机部分
器件老化，工作电压发生了细微变化，继续
使用操作手册中规定的电压值，反而导致装
备性能不稳。她们经过研究探索，将某功能
模块工作电压调低 0.1 伏，成功解决了这一
问题。

导弹对超低空目标射击难度大、风险系数
高。去年10月，连队勇敢接受挑战，在气象条
件恶劣、靶机航路多变的情况下，凭借平时练
就的过硬本领，创造某型导弹击中目标高度

“最低”纪录，为未来实战积累了宝贵数据。

战 地 玫 瑰
——记全国三八红旗集体、陆军第 41集团军某旅女子导弹搜索发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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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航天科技集团 811所砷化镓太阳电池组的女员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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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

国三八红旗集体

、安徽安庆市残疾人聋儿语训康复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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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云（左三）在工作中。 吴文华摄

砷化镓太阳电池组技术人员正在查看镀膜机内电池状态。 资料照片

女子导弹连以老带新。 郑希胜摄

康复中心老师帮助听障儿童做康复训练。 白海星摄

编者按 过去的一年里，党

和政府一如既往高度重视妇女儿

童事业发展，妇女权益得到更全

面的保障。各行各业妇女立足岗

位、建功立业，开拓进取、奋发努

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奋斗过程中实现美好的人

生理想。值“三八”国际妇女节到

来之际，本报集中报道一批巾帼

典型，讲述她们创新、创业的精彩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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