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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香珠 李 想
通 讯 员 李燕婷 文/图

在南安市柳城街道，有一所特殊
教育学校，这所学校的学生构成很“特
殊”，他们有智力残疾的孩子，有生活
在自我世界的自闭症孩子，有说不出
也听不到声音的听障孩子。

10年前，刚毕业的黄江超，义无
反顾地来到这所特教学校，成为一名
当地校医。10 年来，他用爱心与坚
守，叩响了“残缺的世界”，也见证了南
安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些孩子更需要我”

今年 34岁的黄江超毕业于福建
中医药大学，读了五年的中西医临床
医学（骨伤科学方向）专业。当同学们
都到大医院施展才华时，黄江超却选
择了南安市特殊教育学校。

这个选择，缘于黄江超的一段实
习经历。“当时，我在骨科实习，和老师
一起帮助脑瘫儿做跟腱延长手术。”黄
江超说，他照顾了这个孩子一两个月，
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看到孩子的
病情好转，他的内心欣慰不已。

这段经历，在黄江超心中种下了
特教梦想的种子。“当时觉得这些孩子
更需要我，没有多想就来了。”起初家
人并不支持，但是黄江超依然收拾行
囊，住进南安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始了
他的校医生涯。

“这些孩子的体质相对较弱，所以
要特别注意卫生管理。”为了呵护这群

“折翼天使”，他将每位学生的信息收
集、登记在册。每天预备铃刚刚响起，
他就已经走进教室晨检，观察每位学
生的精神状态；夜幕降临，校园归于宁
静，黄江超又出现在了学生寝室，挨个
巡查询问孩子们的身体状况……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长长的校舍走廊，常
常能看到他忙碌穿梭的身影。

除此之外，为了孩子们的饮食健
康，黄江超经常化身“食品安全检验
员”，细心检验每天送来的蔬菜、肉食，
守护特教食堂小天地。

“在食堂门口水槽边，总能看到他
站在旁边教孩子洗手，遇到不懂的，他
还会手把手地教，一次又一次，哪怕洗
到手发皱，也不让一个孩子带着脏手走
进食堂。”“担心孩子随时有情况，黄老
师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在同
事们看来，面对这些特殊的孩子，这个

“80后”年轻人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

用爱叩响“残缺的世界”

近日，当记者走进南安市特殊教
育学校医务室时，黄江超正在用手语
和学生小灿交流，询问病情。

在特教学校里，像小灿这样“特
殊”的孩子不在少数。“刚开始确实手
足无措，正常医生的望闻问切，很难派
上用场。”黄江超告诉记者，因为病患
的特殊性，除了紧急突发状况外，他还
要面临学生不配合、无法表达或表达
不清楚等状况。

如何走进这些学生的心？面对不
配合的孩子，他选择走出医务室，与孩
子们打成一片。面对表达不清的孩
子，他总要反复检查确认，与老师核对
病情。学校里的聋哑学生多，他选择
走进“无声世界”，自学手语，架设起无
障碍沟通的桥梁。

除了做好一名校医的本职工作
外，他还利用所学的医学知识，设立学
校肢体康复室和感觉统合训练室的相
应课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训练前，二年级的小黄有着无法正
常言语、不喜交流、无法正常书写和不
能分清颜色、形状等障碍。经过为期一
学年的锻炼，以及任课教师和家长的配
合，黄江超发现小黄有了明显的进步。

“小黄现在有主动和任课老师交
流的欲望，并能分清简单的形状和颜
色，还可以书写一些简单的汉字和阿
拉伯数字，如上下、大小、12345等。”

黄江超说，这看似平常的一小步，却是
特殊孩子们成长的一大步。

从最初不知所措到游刃有余，对
每位病情特殊的孩子了如指掌；从最
初叫不出学生的名字，再到 348个孩
子都能叫出名字……10年来，黄江超
用爱心与坚守，叩响了“残缺的世界”，
而且这份爱也有了回音。

“每次上学在校门口撒泼的‘熊孩
子’，如果是黄校医亲自来接，就能乖乖
走进校门。有的孩子生病指定要找他，
面点班的孩子们一做好吃的，总是优先
留给他！”南安市特殊教育学校办公室
主任郑艳清告诉记者，在孩子们眼里，
他是大家如同伙伴一般的“校医哥哥”。

当天，记者离开前，写字问小灿喜欢
黄老师吗？他笑着用力点了点头……

特殊教育传递城市温度

“这 10多年间，学校三栋楼变成
了四栋，新建了职教康复楼，学校从一
个变成两个，多了个‘南安市特殊教育
云端学校’。”作为一名特教人员，黄江
超不仅见证了南安市特殊教育学校日
新月异的变化，也深刻感受到南安市
委、市政府对特殊教育的关心和重视。

近年来，南安市特殊教育学校建
成了水暖、油画、面点、洗车等特色课
程，让每位残疾孩子都能掌握一技之
长，先后帮助 200多位特殊儿童插上

“梦想的翅膀”。
2015年起，南安在全市推广特教

“送教上门”工作，为重度残疾的孩子
送去康复学习之光；2021年9月，在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南安市特殊教
育云端学校”正式开学，该项目依托广
电网络云平台，建立“线上+线下”齐
驱并进的“6S”送教上门新模式，为特
殊儿童及家庭提供远程教学、康复训
练、康乐疗养、心理辅导、义工帮扶、家
长课堂等 6类服务，让适龄重度残疾
儿童“足不出户”就可在家学习网课、
享受康复训练，实现了“特殊儿童入学
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

从数据来看，近年来南安市对特
殊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
大。2018年特殊教育学生生均公用
经费标准为每生每年7600元，2020年
已提高到每生每年9500元。

10年来，南安市以“教育好一个孩
子，幸福一个家庭，温暖一座城市”为目
标，让每个折翼天使都享有受教育的权
利，为残疾孩子撑起了一片蓝天。

本报讯（记者 王丽清） 农贸市场关系千家
万户的一日三餐，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近日上午，南安市创城办督导组一行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深入梅山镇、省新镇等地对农贸市场环
境卫生整治情况进行实地再指导再督促，狠抓整
改落实。

当天，督导组一行实地察看了农贸市场及周
边环境卫生、公益广告宣传、规范停车、市场经营、
消防硬件设施配备等方面的情况。

在梅山镇农贸市场，督导组发现，该市场消
防设施未达标的问题已得到解决，灭火器有定期
检查记录，大部分经营者都能严守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但有一小部分经营者仍然存在占道经
营的情况。

但是，该市场部分场所的环境卫生依旧不容
乐观，地上纸张、塑料袋等杂物未能及时清理；破
旧遮阳棚、破损广告牌未能及时替换和更新；电动
车、摩托车随意停放的现象时有存在，车辆无统一
朝向。

在省新镇农贸市场，督导组看到，一名工作人
员站在市场入口，正在为前来采购的市民查码、测
温；崭新的“省东农贸市场”牌子映入眼帘。进入
市场，督导组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市场内活禽交
易未隔离；车辆乱停乱放，没有停至指定的位置；
有贴公平秤的标识，但未设置公平秤；杂物乱堆乱
放；有的地上凌乱地散落着纸屑、菜叶、口罩；部分
从事食物制作的商贩未佩戴口罩。

创城工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下阶段，
督导组将继续开展拉网式的“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全方位暗访督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
改，严格对照测评系统，对存在的问题反复跟进，
直至达标为止。

本报讯（记者 黄俊涛 通讯员 徐东伟）国庆
期间，洪濑镇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推进省级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创造“舒适、整洁、文明、和谐”的宜居环境。

在整治行动现场，各地热心村民手持扫把、手
推车、畚箕等，对村庄主干道、村（居）委会周边、广
场等地进行集中清理整治，同时对公路两旁村民
家房前屋后暴露的白色垃圾、杂乱物件、杂草等进
行清除。此外，针对长久堆积的建筑垃圾，各村还
动用挖掘机、农用车及时清理。

“经过各村的努力，全镇卫生环境得到大大提
升。”洪濑镇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洪濑镇将持续用
好人居环境长效机制，严格整治标准，细化任务清单，
夯实工作责任，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以更加干净
有序的人居环境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陈江涛 通讯员 黄春晓） 近
日，南安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柳城中队巡查
发现，南官公路杏莲路段有一处限高架损坏，已严
重倾斜，危及过往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安全。

现场，一架 2.8米高的限高架横梁倾斜近 50
度，且架子上接口已经脱离。因为周边有一所学
校，每天进出的车辆和行人很多。

“限高架较重，万一倒塌砸伤路人和车辆，后
果不堪设想。”柳城中队执法人员介绍，他们当即
拉起警戒带，疏散围观人群，设置警示标语，告知
过往车辆绕行，并组织人员合力拆除了横杆，将其
移至安全地带。

限高架“受伤”倾斜

城管执法人员当即消除隐患

本报讯（记者 李贵灵 通讯员 程冬梅） 近
日，南安市公安局柳城派出所户籍民警来到下都
社区，将崭新的身份证送到吴某哥哥手中。

“有了身份证，弟弟的低保就有着落了。”吴某
哥哥感激地说，在这之前，吴某因身体原因，一直
不配合办理身份证。柳城派出所了解情况后特事
特办，为他成功办理了身份证并送证上门。

无独有偶，10月 4日，正值重阳佳节，南安市
公安局水头派出所户籍民警来到2名行动不便的
老人家中，为他们办理身份证。

国庆假期，随着外出务工、经商、就学人员陆
续返乡，户籍工作迎来了业务办理高峰。为全力
做好便民服务工作，南安市公安局坚持为民服务

“不打烊”，各派出所户籍窗口的民警、辅警放弃休
息坚守工作岗位，落实节日期间各项便民服务措
施，为群众提供优质的“节日特殊服务”，以实际行
动赢得群众的赞誉与肯定。

其间，全市各户籍窗口共办理身份证847人次、
办理临时身份证37人次，办理户籍业务388件，为行
动不便人员上门服务9人次，接受群众咨询500余次。

国庆假期

户籍窗口为民服务“不打烊”

部分场所卫生环境不容乐观！

创城办督导组暗访农贸市场

洪濑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守护“折翼天使”10年 他是特教学校里的“校医哥哥”

黄江超校医深受特教学校孩子们的欢迎。

■本报记者 赖香珠 李 想
通 讯 员 李燕婷 文/图

人以何种方式面对死亡？逝去？
还是“重生”？昨日，在柳城街道办事
处，一场特殊的遗体器官捐献集体登
记仪式在此举行。

3名村民选择“组团”登记，承诺
在自己生命终结之后，将遗体（器官）
捐献给医学事业。

捐献器官
他提前立下遗嘱

昨日下午，当记者来到现场时，三
人正在进行捐献登记。“真正落笔的一
刻，才觉得了却了一桩心愿。”在南安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陈少
跃郑重地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签上
名字后，感慨万千。

今年 63 岁的陈少跃是一名企
业家，还是一名已有 35 年党龄的老
党员。

他告诉记者，做出这个决定，并不
是头脑发热，而是多年心愿。10多年
前，他就想过捐献器官，奈何不知捐献
登记渠道，一直搁浅。直到今年9月，
好友陈春煌和他聊天时，也提到了有
捐献器官的想法，于是，两人便将此事
提上了日程。经过辗转打听，陈少跃

联系上南安市红十字会，决定和陈春
煌“组团”登记。

“家人起初并不支持我，所以我就
先登记了器官捐献，以后遗体就火化、
海葬，把骨灰撒向大海，自由自在地遨
游。”为了让家人理解自己的想法，陈
少跃甚至提前立下遗嘱。

“我走了之后把我能用的器官全
部捐献给所需要的人，这样既让我的
生命延续还能帮助所需的人……”在
提前立下的遗嘱中，陈少跃这样写道。

陈少跃表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
希望家人们以后能尊重他的遗愿，让
他能在生命的尽头，为社会做最后一
点贡献。

和逝者“打交道”
他们面对生死更为坦然

记者了解到，3名遗体（器官）捐
献者中，有 2名是南安市殡仪馆的工
作人员，他们选择捐献自己的器官和
遗体。

“以前经常看到器官捐献报道中
的感人事迹，就萌生了这个想法。”在
殡仪馆工作 9个年头的黄春花，看多
了人生的生离死别，对生命意义有了
更深的感悟。

她告诉记者，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捐出自己的遗体或器官，无

论对于医学研究、救死扶伤，还是推
动移风易俗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其实即使不捐献，将来也是在殡仪
馆火化，人最终都是一盒骨灰，如果
你的器官可以挽救其他生命，在他们
的身体里延续，这该是一件多么美好
的事。”黄春花告诉记者，她愿意选择
以这种方式，为他人点燃生命之火，
推动社会进步。

今年 58岁的陈春煌在殡仪馆工
作已有3年，负责遗体接送工作，作为
生命尽头的“摆渡人”，他每天都要和
逝者“打交道”。“每天，看着生命最后
化为灰烬，看待生死已经淡然，我就会
想，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能做点什
么？留下什么？”

偶然的机会，陈春煌跟同事黄春花
聊起了捐献遗体（器官）的话题，“人走
了，还能帮到别人，多好！”这一次闲谈，
让陈春煌动了捐献遗体（器官）的念头，
而他也在和好友陈少跃的另一次闲谈
中，促成了三人“组团”登记一事。

“看过这样的报道，也亲自去医
院接过遗体捐献者的遗体，我觉得捐
献遗体是一件高风亮节的事，如果我
的器官可以使别人重见光明、重新造
血、重新心跳，遗体还可以给医生做
研究，如果能研究出成果，活着的病
人，还可以少受罪！”陈春煌告诉记
者，人生而平凡，但希望死亡的时候
能活得“精彩”。

最后，收到工作人员递上的荣誉
证书时，陈春煌笑称：“觉得自己干了
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为需要的人延续生命，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1名企业家、2名殡仪馆工作人员“组团”捐献遗体（器官）

南安正能量
善举温暖人心 行动传递力量

遗体器官捐献集体登记仪式在柳城街道办事处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