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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百万，她帮 200 余名听障孩子听懂世界
“五年了，我的孩子终于学会叫妈

妈了！”6 月 8 日，来自衡阳常宁市洋
泉镇邓家村的陈丽容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当听力障碍的儿子轩轩第一次
开口叫“妈妈”时，她喜极而泣。她的
儿子轩轩在一家听障儿童康复中心训练
近三年后，从做完手术后听到声音，到
现在能听懂声音，从不会说话到现在开
始和普通孩子一起上幼儿园。“真的非
常感谢谢海英老师，对我来说，她不仅
是老师，更像是我的家人。”

让陈丽容如此感谢的谢海英，在衡
阳市创办了当地唯一一家为听障孩子提
供康复训练的民办机构——聆音康复中
心，11 年来累计帮 200 余名孩子听懂
这个世界的声音，但她为此已负债 130
余万元。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王新娜

负债前行   一定要让孩子们成为正常娃
像陈丽容一样感谢谢海英的目前已经有 200 多个听障孩

子的家长们。

因为康复训练的效果好，聆音康复中心的名声逐渐传开了。

2010 年年底，来了约 20 个孩子，180 平方米的房子很明

显不够用了。

虽然三年来，孩子从少到多，但康复中心一直在亏损，毕

竟生源太少。谢海英没有放弃这些无助的孩子和家长，在和

丈夫商量后，将聆音康复中心搬到了一个 480 多平方米的老式

办公楼。

2017 年，聆音康复中心的孩子增加到 40 多个。“听力有障

碍的孩子内心特别敏感，缺乏安全感，原来的老办公楼楼道

狭小黑暗，不利于孩子的康复。”谢海英便再次和丈夫商量搬

迁。这次，一向支持谢海英工作的丈夫却投出了反对票，因

为按照谢海英的规划，聆音康复中心将搬到衡阳市石鼓区和

平北路的一所 2200 多平的办公楼，同时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

好的康复训练，还会引进一些新的专业康复设备，并建立相

关功能室，如标准的测听室和验配调机室等，需要投入约 220

万元。但是看到谢海英在帮助那么多孩子之后收获的感动和

成就感，最后丈夫还是选择支持了谢海英。

但谢海英夫妇到哪去弄 220 万元呢？因为没有资产可以抵

押，银行拒绝贷款。无奈之下，谢海英借遍了身边的亲朋好友，

凑齐了 220 万元。

加上历年亏损，谢海英至今负债高达 130 多万元。“我现

在压力好大。但是想到亲朋好友的支持，未来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一直走下去。”谢海英说。

今年 3 月 28 日，衡阳市副市长杨龙金到聆音康复中心考察，

了解到谢海英十年如一日默默挑起社会重担后，称赞聆音康

复中心功不可没，成绩突出。他要求，各级各部门用好、用足、

用活政策来帮助谢海英。

谈到未来，谢海英说：“生活中，听障孩子被欺负、被歧视、

被排斥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我打算尝试开展听力损失孩

子的融合教育，让听力有障碍的孩子在康复期间和普通孩子一

起上学，通过构建同龄人的

语言环境帮助他们快速康复，

同时让普通孩子以平常心来

接纳他们，实现孩子成长的

正常化和一体化，让他们更

加自信、勇敢地走向社会。”

资讯>>

警民齐心，六年级女生有了户籍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欧阳丽玲）6 月

12 日中午，一张迟到的户籍册送到了邵阳市新宁县崀山镇深

冲小学六年级学生李湘手中。这是新宁县妇联、崀山镇派出

所及新宁大邵公益联合会齐心协力深入基层为民众办理的

一件实事。

李湘 2004 年 10 月 29 日出生时，父母未办理结婚证和

出生医学证明，而这两样证明是公安机关办理户籍最重要

的材料，导致她一直未办理户籍。几年后，李湘母亲因某种

原因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其父亲也长年在外。她只能

跟着年迈的爷爷过着非常艰辛的日子。     

2017 年，由深冲小学推荐，李湘成为了新宁大邵公益联

合会关爱的留守儿童之一。今年 6 月份，李湘即将面临小升初，

没有户籍将会影响到她的升学和今后出行、高考、就业等。

6 月 11 日，大邵公益将此情况反映到新宁县妇联，妇

联相关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了崀山派出所所长周前海。从 6

月 11 日下午到 6 月 12 日上午，周前海不顾暴雨倾盆，带

领相关民警调查情况、查询资料、向上级部门汇报申请，

终于按照特殊情况上报相关部门进行审批。短短的一天时

间就为李湘办好了落户手续。

据了解，新宁县妇联 2018 年已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26 件，

群众满意率 99%。

“我说 2 谁 对 2，谁的尾巴

像扇子？谁 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我！我！”教室里孩子们争

先恐后地举起手来回答老师的提

问。6 月 8 日， 今日女 报 / 凤 网

记者在聆音康复中心看到了这样

一幕。

谢海英说，这是老师们在给

听障孩子做“听声音作反应”康

复训练。通过这个训练，不仅可

以帮助孩子提高听力能力，而且

能锻炼孩子的反应能力。

她介绍，每一个听障儿童来

到康复训练中心后，都要进行察

知、分辨、辨识和理解的听觉

训练。“这四个阶段 从 易到难，

目的是让听障儿童逐渐适应声

音，更好地接受、理解声音。”

在实际教学中，老师们会通

过和孩子开展“听声音作反应”、

“听短音画短线”、“听声音做连

线”、“听声音说反义词”等趣味

游戏，来分别对应听觉训练的四

个阶段。

“ 当孩子能 够 理 解 声音时，

才能更好康复听障孩子的说话

能力。”谢海英说。

陈丽容告诉记者，她的孩子

轩轩来的时候也做了这些训练。

“每两个月老师就把他带到测听

室里，用进口的听力器播放不同

频率的声音，从频率和音量两个

维度对孩子的听力康复情况进行

非常精准的测听评估”，然后再

根据评估的结果适当地调整教

学内容，哪怕孩子有一个音发的

不对，老师们也会耐心教孩子。

“轩轩是在进行了人工耳蜗

手术后才来的聆音康复中心，刚

来时仍旧不会说话。经过三年的

专业康复训练，轩轩从做完手术

后仅能听到声音，到现在能听懂

声音，而且可以和普通孩子一起

上幼儿园了。真的特别感谢谢海

英老师。”陈丽容说。

趣味教学   让听障孩子接受专业治疗

“ 我 和 陈 丽 容 有 相 似 的 经

历。”谢海英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我孩子 1 岁时，对声音

的反应能力特别差，也不会叫爸

爸妈妈。”谢海英无奈之下带着

孩子去长沙的医院做了检查，发

现孩子的双耳听力都不行。

当时医生建议给孩子做人工

耳蜗手术，“但是手术后，孩子

只能听见声音，并不能理解声音，

因为听障孩子听到的声音与正常

人并不完全一样，还需要做专业

的康复训练，才可以有效分辨声

音、理解声音和学习言语”。只是，

这需要谢海英夫妇为之支付数万

元。工薪阶层的他们因为承担不

起，只好选择给孩子佩戴助听器，

在家自行康复训练。

 由于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的技

术限制 , 获得听力补偿后 , 患儿

听到的声音与正常人并不完全一

样 , 但通过大脑的适应 , 患儿可

以有效分辨声音、理解声音和学

习言语。

一年后，谢海英发现家庭康

复训练没什么效果，只好带着孩

子去长沙的一家康复中心进行专

业的听力康复训练，丈夫则留在

老家工作赚钱。回顾在长沙的两

年半时间，谢海英落下了泪水：

“我和孩子搬过六次家，住过车

库、隔断间。有一次去医院看病

买完药之后，身上一块钱都没有，

加上不认路，我只能抱着孩子跟

在一辆又一辆公交车后面回家，

走了约一个小时。”

为了能尽快地让自己的孩子

听懂这个世界的声音，学会说

话，谢海英在康复中心老师的

建议下买了很多关于听力和语

言康复的专业书，自己认真学

习，遇到不会的就问老师，在

家帮孩子巩固康复训练效果。“3

岁 时， 孩 子 终 于 会 叫 妈 妈 了。

那时，我看到了所有的希望。”

谢海英说，虽然孩子听力提高

很多了，但家里有人劝她不要

再去长沙做康复训练，“因为去

了一年就只会叫妈妈，不值得”。

可谢海英没有放弃。两年半的

康复训练让谢海英的孩子成为

康复中心的典范。

2006 年 7 月，谢海英和孩子

从长沙回到老家衡阳乡下，发现

老家的幼儿园是用方言教学，一

直接受普通话康复训练的孩子没

法听懂，“不利于孩子学会说话”。

谢海英就带着孩子来到衡阳市，

发现市里没有针对听障孩子的康

复学校。

“这时，我就决定要办一个

康复学校。”谢 海英告诉 记者，

她想起带孩子在长沙做康复训练

时，和她孩子同班的十几个孩子

在年后都没有回来，这些家长一

方面因为每年几万元的康复费用

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因为远离家

乡，自己也要承担很重的生活费

用，无法长期在外，导致很多孩

子的康复训练中途放弃。

2007 年 7 月， 谢 海 英 和 丈

夫拿出了家中所有的积蓄租了一

个 6 室 2 厅、约 180 平方米的房

子，成立了聆音康复中心。“最初，

我们设备只有电脑和风扇，大部

分经费都用来聘用专业老师了。”

谢海英说，他们一家三口当时只

好挤在一间卧室里。

为儿前行    听障孩子妈妈有个大胆举动

扫一扫，
为听障孩子
加油

虽然艰难，谢海英选择一直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