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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劉玲琍出生於衡陽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鄰居王阿姨是一名聾啞人，不識字，也不能講話。但王阿姨
對她非常好，還曾特地在冬天編織圍巾送給她。劉玲琍心想，如
果王阿姨能開口說話，該多好啊。基於這樣的緣分，1987年，14歲
的劉玲琍決心報考聾教專業，被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校錄取。

感念聾啞鄰居 決志投身特殊教育
4年後，剛滿18歲的劉玲琍中專畢業，成為衡陽市聾啞學校（今衡陽

市特殊教育學校，編者註）老師，擔任一年級聽障班班主任、語文老
師。多年過去，劉玲琍仍舊記得班上一共14名聽障孩子，小的6歲，而大
的已經12歲了，個別孩子還有智力障礙。
由於無法溝通，這些聽障孩子也沒上過學前班，臉上都掛着非常畏怯、
懵懂的表情，這樣的表情讓劉玲琍非常心疼，當時就暗自下定決心，一定
要讓他們學習到知識，提高生活自理能力，能更好地適應社會，融入社
會。
為了幫學生找到打開有聲世界大門的鑰匙，劉玲琍每天站在宿舍鏡子
前，對着鏡子練習手語。對着《中國手語》這本書，每天抽出1至2小時
練習。同時，她還翻閱專業書籍，自學聽障語訓方法。

學生首叫爸媽 世上最動聽的聲音
為了讓孩子們學會發聲，劉玲琍把嘴唇貼近他們的手背，讓孩子感受氣
流的有無與大小；示範發聲時，把孩子們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鼻
旁，感受聲帶的振動，找準發音部位。
「有時候一個字、一個詞、一句話，可能要教上幾天，甚至一個月。」

幫學生擦嘴巴、擤鼻涕、餵飯、洗臉、剪指
甲、疊被、鋪床……已成為劉玲琍的日常。
除了集體課，她和每位學生每天至少有15
至20分鐘的面對面單訓。一天下來，她總是
聲音嘶啞，咽喉腫痛。
功夫不負有心人。班上的孩子都有了很大進
步。「當孩子們第一次開口叫『爸爸、媽媽』
時，我聽到了世上最動聽的聲音。」劉玲琍的
笑容盈滿母愛。

克服天生障礙 逾30童學會說話
「事實證明，天生聽力障礙的孩子也是能夠
學會說話的。但這個過程非常艱難，越早進行
康復訓練越好。」2008年，學校特地開設了語
訓康復班，第一屆招收了7個孩子。基於劉玲
琍聽障語訓教學的成功經驗，學校特意安排她
帶這個班。

從2008年劉玲琍開始帶語訓康復班以來，16年中有30多名孩子能夠開
口說話了。
2023年10月下旬，在杭州舉行的第四屆亞殘運會開幕式上，劉玲琍的學
生劉寒湘參與《共唱國歌》《我的深情為你守候》等節目的演出。
在本次《感動中國》錄製現場的後台，劉玲琍和劉寒湘還特地一起合
影。劉玲琍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10年前這個孩子還不能開口說話；
現在，她不僅能流暢地說話，還登上亞殘會的舞台。」
「2006年，我6歲，不能開口說話。爸爸、媽媽送我到衡陽市特校聽障
班讀一年級，開啟了我新的人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劉寒湘記得每一
個細節：劉老師每天帶着我們做舌操，鍛煉舌頭的靈活度。舌頭越靈活，
發音越準確。

多學生入大學 寄望自食其力有愛
在學生們眼中，劉玲琍不僅是好老師，還是好「媽媽」，在生活上給予
學生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劉老師時常把我帶回家，做一桌子好菜，讓我
美美地飽餐一頓。有一回，劉老師從房間裏提來一塊小黑板，掛在客廳的
牆壁上，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句話『今天晚上，我們吃了芹菜炒牛

肉……』」。
劉寒湘記得，劉老師指着黑板一遍一遍教她說這句話，
「一個小時過去了，我慢慢地說出人生的第一句
話……」劉玲琍憑着對特殊孩子母親般的關愛，
為學生找到打開有聲世界大門的鑰匙。

「他叫鄧亮，是26班學生，天津理工
大學畢業後，現在水口山礦務局工作」
「她叫劉夢晗，38班學生，畢業於
北京聯合大學，現是南華大學附
屬醫院的醫務骨幹……」說起
自己的學生，劉玲琍娓娓道
來。
不過，劉玲琍「最大的心
願，是希望學生們不管能不能
考上大學，最重要的是能在社
會上自食其力，做一個陽光
向上、心中有愛的人」。
回想當初報考南京特師的誓

言「師者如心燈，溫暖孩子
心」，劉玲琍說，對自己的人
生選擇無怨無悔。

4 月 8 日，《感
動中國》2023年度人物
公布。老科學家俞鴻儒、特教
老師劉玲琍、社區幹部孟二梅、泳壇名
將張雨霏、水稻專家楊華德、老藝術家牛犇、
「鼓嶺之友」發起人穆言靈、大國工匠張連鋼、視障歌唱
演員蕭凱恩，以及藍天衛士空軍航空兵某團飛行二大隊獲
得年度人物榮譽。當中一個個人物故事展現的榜樣精神值
得致敬。

空氣動力學家俞鴻儒：

堅持將名字寫在最後
作為地面上的「天空」、飛行器的「搖
籃」，風洞見證着中國東風系列導彈、神舟
系列飛船等國之重器的誕生與成長。俞鴻儒院
士是中國高超聲速風洞奠基人，研究風洞技術已
有60餘年。
「國家的科學事業需要我們來做鋪路石。」這是導師郭永懷
對俞鴻儒的教導。俞鴻儒也成為下一代年輕人的引路人。在他
的指導下，2012年，中國建成了國際首座復現高超聲速飛行條
件的超大型激波風洞JF-12，為中國航空航天重大任務研製提
供了關鍵支撐。當JF-12風洞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時，俞
鴻儒卻堅持將自己的名字寫在最後一位：「工作要一代一代接
下去，年輕人做完有成就感，有威望和威信，工作就好開展
了。人的時間有限，誰也不能幹一輩子，這個工作沒人接手可
不行。」

泳壇名將張雨霏：

我想做世界的蝶后
在頒獎現場，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問道張雨霏，你在2023年
參加了世錦賽、大運會、亞運會和世界盃三站共59項，拿了
23塊金牌，平均4天一次比賽不累嗎？為什麼不拒絕？張雨霏
表示非常累，但是不能拒絕，有些比賽可以是為了自己，但有些
比賽是為了國家。說到此時張雨霏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
面對即將到來的巴黎奧運會，張雨霏表示自己希望能夠超越東京奧運會時
所取得的成績，同時張雨霏霸氣地說道：「我想做世界的蝶后」。

大國工匠張連鋼：

越遇到難題越能激發鬥志
青島港自動化碼頭創造了多項世界紀錄。而在立項之初，
自動化碼頭技術被國外壟斷。「越遇到困難越來勁，越遇到
難題，越能激發我的鬥志。」港口專家張連鋼和團隊留下幾
十萬字的分析報告和兩千多份技術會議紀錄，用1,000多天就
完成國外常規8到10年建設任務。2017年5月，青島港自動化碼
頭一期投產，創下世界自動化碼頭開港作業效率最高紀錄。此後，張連
鋼團隊多次打破自己創造的世界紀錄。

社區幹部孟二梅：

小小肩膀扛起千乘客安危
2023年7月30日，北京強降雨致K396次列車迫停在門頭
溝落坡嶺站，近千名乘客被困。「只要有我們一口吃的，肯
定有你們的」，這是落坡嶺社區黨支部書記孟二梅，給全體
乘客的承諾。回憶起當時救援的場景，孟二梅動情地說，「只
有災難真正到你身邊的時候，你才能知道當時那個艱辛」。從無
人知曉到感動中國，她用小小的肩膀扛起了近千名滯留乘客的生死安
危。

綜合：央視網、上觀新聞及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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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中國人物劉玲琍耕耘

感動中國人物劉玲琍耕耘3333載載：：聽障孩子笑臉融化我

聽障孩子笑臉融化我

「眼耳鼻舌身意，色香聲味觸法；用

盡所有，為生命解鎖；她從命運那裏奪

回一副又一副翅膀，帶領孩子們飛離寂

靜的牢籠；聽，每一個新的發音，都打開一個新的世界。」這是《感動

中國》組委會給予2023年度人物、湖南衡陽特殊教育學校的教師劉玲琍

的頒獎辭。

「特教老師要有一顆『媽媽的心』。」耕耘特教講台33年，劉玲琍教

會聽障孩子開口說話、找到打開有聲世界的「鑰匙」。這些年來，她一

共教授了80多位學生，其中有近30人考上了大學。獲獎之後，劉玲琍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獲得這項榮譽，我非常激動和自

豪，非常感激黨和國家對特教工作的關注與肯定。」她最想感謝的是家

人的強力支持、是師生的共同陪伴。

「每當看到孩子們的笑臉，我的心也跟着要融化了，他們讓

我擁有信心和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湖南報道

點讚點讚中中國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除了教學方面，精力也要放在兩會建議的
落實上。」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劉玲琍提交了《關於促進特殊教
育學校畢業生就業的建議》，引發與會代表共鳴。
「特殊人群面臨的就業困難不容忽視，如就業機會少、就業質量不高等。」劉玲琍表示，

如何解決特教學校畢業生就業問題，是她近期關注的重點。劉玲琍在多方走訪時發現，殘疾人
就業或自主創業仍存在創業扶持機制不可持續運行、服務領域局限、職業康復體系滯後等問
題。
為此，劉玲琍建議，增加對特殊教育學校的投入，提高教育質量：一方面，要針對市場需
求，為學生提供手工藝、烘焙、園藝、汽車美容等職業技能培訓；另一方面，推行殘疾人職業
資格證書制度，實現特殊教育學校職業教育培訓正規化、專業化、學歷化，使畢業生具備更
強的就業競爭力。

履 職 人 大 代 表

關注殘疾人就業

◆◆劉玲琍劉玲琍（（右右））和學生劉寒湘在央視和學生劉寒湘在央視《《感感
動中國動中國》》節目錄製現場節目錄製現場。。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劉玲琍和學生過生日劉玲琍和學生過生日。。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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