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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王杨
上学时间，3 名未成年少女，

1 名男司机，外省籍车辆，郊外

……近日，永州市冷水滩公安分

局岚角山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发

现异常，成功拦下且救助 3 名听

信网友言论、私自外出务工的外

省过境少女。

“发现情况不对，我们民警

立马上前盘查。”据派出所负责

人介绍，当时 3 名少女自称是广

西河池人，准备去江西省景德镇

市，途经此地稍作休息。当民

警询问其去江西做什么以及年龄

时，3 名少女吞吞吐吐，不愿意

告知。经民警再三询问，3 名少

女道出实情——原来三人是一

个班的同学，都只有 14 岁，在

网上认识一名网友称可以带她们

在景德镇市上班，工作轻松、报

酬丰厚并包吃包住，3人觉得这

就是梦想中的工作，也不想读书

了，便相约搭乘顺风车从广西河

池市前往江西省景德镇市。

得知这一情况，民警立即将该

车辆上3名少女及1名男网约车司

机带回所内调查，并将相关情况通

报广西警方进一步核实，同时联

系3名少女的父母来接回小孩。

民警耐心教育 3 名少女，14

岁还未达到法定劳动年龄，正是

好好学习的时候，要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不要轻信网友言论，遇

事多和家长商量，以避免上当受

骗受到不法侵害。当日下午，3

名少女的家长驱车从广西河池市

赶到岚角山派出所，连声道谢。

“孩子不见了，我们都快急疯了，

幸亏民警火眼金睛发现问题，将

小孩拦下。”一名家长表示。

岚角山派出所民警提醒，未

成年人易受外界影响或诱惑，家

长和老师要注意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相结合，注重和孩子沟通

交流，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情。

 读一年书、升一层楼、换一

间教室……这是全国多数小学

都在践行的“换班制度”，目的

是腾出最方便的一楼教室给年幼

的新生入读。多年来，南雅蓝月

谷小学也坚持着这样的习惯。不

过，就在 2021 年 9月，学校这

项制度被打破——为了让罕见

病女童小美更方便就读，他们

班 44 名同学自愿留守一楼教室，

陪伴她学习。这一举动感动了全

校师生，为了不让小美感觉被“特

殊照顾”，校长立新规，让全年

级孩子都继续在一楼教室上学，

直至小学毕业。

10月27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来到南雅蓝月谷小学。小美

操控着电动轮椅，穿过一楼走廊，

热情地跟记者打着招呼。三年级

的小美很懂事，见面的第一句话

便是告诉记者，“学校里的老师

同学都很好，他们都在帮助我！”

2015 年，不到一岁的小美被

确诊先天性罕见病——脊髓性

肌萎缩症，这种疾病对人体全身

肌肉造成侵害。小美的双腿无法

行走，被束缚在轮椅之上。

回想起小美入学时的情景，

班主任老师付静坦言：“捏着一

把冷汗。”“从没带过罕见病孩子，

不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也担心

其他同学家长的眼光和情绪。”

让付静没想到的是，开学前，她

收到了一条小美妈妈发来的视

频。视频中，小美落落大方地打

着招呼，看上去十分阳光自信。

小美妈妈向付静详细介绍了

小美的情况，写了这么一句话：

“老师，你不要有压力，我们希

望小美有健康孩子一般的生活，

我们尽力，学校尽力，即可。”

付静被母亲的真情打动，也

被小美的自信感染。在多次家访

中她得知，小美父母在孩子的成

长过程中付出了很多，他们给孩

子创造融入社会的机会——“她

从小就在各地旅游学习，看风景

的同时也在适应外界的目光”。

该如何让其他同学接受小

美？付静还记得，开学第一天，

看见坐在轮椅上的小美，不少同

学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这位同

学为什么坐轮椅？”付静解释：

“小美同学的腿从小受伤了，需

要坐在轮椅上，需要大家的帮助，

可以吗？”

就这样，班上44 名同学悉

心呵护着这位“受伤”的同学——

每当小美进入教室，她身旁的同

学就会将她的书包放在柜子上；

小美要出门时，会有同学打开教

室后门；学校召开运动会时，同

学们会将小美的轮椅精心装扮，

推着小美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孩子们用行动，向小美释放着善

意与爱。

普通小学来了特殊学生

400名同学为轮椅女孩“留守一楼”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通讯员 蓝家乐
 10 月的阳光，温暖明媚。在长沙宁乡市南雅蓝月谷学校校园，有一名轮椅女孩总是笑容满面——在这里，尽管与其他同学不一样，但她并

未感受到异样的眼光。老师、同学们的爱包围着她，让她与同龄孩子一样，在求学路上持之以恒。
轮椅女孩小美今年 9 岁，是一名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罕见病儿童。为了让小美更好地融入校园、接触社会，父母花了 3 年时间，配合学

校进行“家校共育”，老师、家长、同学三方合力，为小美搭建起爱心学习桥梁，助力她更好地成长。

私自外出务工？永州民警拦下3 名外省过境少女

 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小美，

早在她入学前，学校就开会商

量，在原有的无障碍设施基础

上，额外在小美即将就读的教

室外修建两处护坡，一处通往

校门，一处通往教学楼的操场，

争取让小美在校内的行动不受

阻碍。

根据学校原有规定，今年 9

月，三年级的学生又该搬新教室

了。然而为了照顾依靠轮椅活动

的小美，校长唐頔与校领导商量，

希望说服家长学生，让三年级 9

个班级400 名学生继续留在一楼

就读。

“为了搬教室这事，我们班

上同学还有过小摩擦。”付静说，

去年班上一位同学问家长为什么

不搬教室，家长回答“为了迁就

小美同学”。结果几名同学私下

讨论，被小美听到，她哭得非常

伤心。

“小美不希望被特殊化对待，

担心自己影响了全班。”付静说，

她给孩子们耐心解释，告诉大家

“一楼活动空间大，不用爬楼梯，

更适合同学们上课”。

为了避免小美对同学们的帮

助感到愧疚，付静特别在班上

设计了一个“爱心委员”的职务，

让她挖掘身边主动帮助自己的

爱心事迹，纳入学生评比的加

分当中。

如今，在老师和家长的呵护

下、同学们的帮助下，小美变得

越来越优秀。

一次音乐课上，老师刘海浪

让学生们“开火车”轮流唱歌。

她发现，小美的音色和乐感较同

龄人更好。于是，刘海浪和付静

及小美的家长沟通后，重点培养

小美的唱歌技能，帮助她加入学

校合唱团。很快，小美从一众学

生中脱颖而出，代表学校参加宁

乡市“三独”比赛。

“现场评委们被小美的歌声

感染。”刘海浪说，凭借一曲《我

多想快快长大》，小美获得了宁

乡市“三独”比赛独唱一等奖。

“谢谢每一位善良的人，愿

意做我的双腿，陪我去看风景。”

在一次国旗下的讲话中，小美向

帮助过她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

表达了感谢。

唐頔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学校目前在普特融合工作

中已经形成了由校领导、班主

任、任课老师为队伍的教师融

合教育网络，构建了家校携手

育人机制。此外，学校每个学

期会对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进

行心理团辅，随时掌握着孩子

们的心理动态，“希望每个特殊

儿童都能享受普通教育！”

全年级为爱留守

全年级为罕见病女孩小美

留在一楼上课，家长老师带她看

世界、参加歌唱比赛，这是一

个温暖的家校共育的故事，不

仅传递着良善的情谊，更彰显

着普特融合教育的人文关怀。

2017年 5月1日，修订后的

《残疾人教育条例》开始实施，

融合教育有了法规层面的支持

和保障。近年来，也有越来越

多的中小学开始尝试将特殊教

育与普通教育相融合：江苏省南

京市孝陵卫初中为特殊学生量

身打造“个人课表”；湖南省益

阳市桃江县探索“互联网+ 教

育”模式，自主开发融合教育

管理云平台……通过积极探索

多种融合方式，这些学校和地

方正促进普通儿童和特殊儿童

共同发展，实现“双向奔赴”。

孩子像一张白纸，教育像

是一支画笔，让普通儿童和特

殊儿童在一所学校相伴学习，能

让这张白纸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融合教育不能单单

依靠学校的力量，还需要家庭

的支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

学校，一些普通儿童的家长也

许会因担心孩子受到影响而拒

绝孩子与特殊儿童交往。但融合

教育的发展正是帮助家长更新

观念、协同教育的过程。如果

双方家长都能充分认识到融合

教育在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等方

面的益处，就能形成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良性互

动。

我们希望，“留守一楼”的

故事更多、融合教育的方式更

出彩，让更多家庭学会包容接

纳他人的不完美，让不同的“种

子”在“花园”里自由发芽、百

花齐放。

“留守一楼”彰显
融合教育的温度

■湘妹子评论

小美在宁乡市“三独”比赛中获得独唱一等奖。

下 课 时
间， 同
学 们 会
围 在 小
美身边，
为 她 提
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