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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走进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你会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校园
独有的气息：成人、友爱、拼搏。这样的气息就在整齐清晰的
地标线之间、挥洒在青春的教学楼墙画上，安静却铿锵有力。
殊不知，它们都出自一人之手，武汉第一聋哑学校的美术老师
甘云山。他手执画笔，用行动诠释了一名美术特教老师的育人
情怀，给这里的孩子们带来了无声世界的“魔法”。2021 年 10
月，甘云山入选“中国好人榜”。

今年是甘云山第 28 个教学年，却已经是他在武汉第一聋
哑学校度过的第 41年。

在大学的学习生涯中，甘云山一直心系家乡，他努力学习
绘画技巧，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教师，教学生手语、篆刻、绘画。
作为一个走入社会的过来人，甘云山知道，积累足够的文化知
识和一技之长对于正在成长中的聋哑学生是多么的重要。

就这样，甘云山在毕业后选择回到母校成为了一名高中美
术老师。他渴望着把无私的关爱传递给终会走出武汉第一聋
哑学校的学生们，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能够去感受外面
更美好的世界。

“要成为一个性格温和的人”

和普通学校相比，聋哑学校的教学对学生来说是有难度
的。因为他们输出和接收信息的过程受限于自身的文化积累
和沟通的渠道，所以课堂上如何真正地让学生理解并且掌握每
个知识点对特教老师来说是个考验。而在美术领域，更多的专
业表达对甘云山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过长时间的教学积累，甘云山会利用晚上备课的时间把
课程中的美术技巧演示一遍并拍摄成视频。他说，对这些孩子
来说，最直观的就是最适合他们的教学方式。他为了充分利用
每堂课的 40分钟，并且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使用手机的习惯，
这些视频教程只允许学生在周末时才能参考观看。

在课堂上，甘云山耐心地为同学们讲解每一个技巧、步
骤。通过学生在课堂上反复复述、练习的方式，甘云山可以检
验到学生是否真的理解并掌握。如果教授一遍不能理解，他就
会反复讲解纠正学生的练习，直到他们清楚掌握了为止。对同
一个石膏雕像的临摹作品，甘云山要求学生至少要练习 4-5
次，直到做好为止。

而在美术课之外的甘云山，还是高二（1）班的班主任。他
希望每个聋哑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品德高尚、性格温和的人。他
解释说，因为很多聋哑人有语言沟通的障碍，变得性格急躁。
而学业能够提升他们的沟通和理解能力，帮助他们弥补这样的
缺点。这也是为什么他期望每个聋哑孩子都可以通过自身的
努力成为社会上合格的人才，而不是给社会增添负担。

就在去年暑假结束后，甘云山的一名学生决定不返校读
书。因为家中还有三个兄弟姐妹，父母负担很重，他选择了继
续外出打工。甘云山坚持劝说他回学校完成学业。他认为把
学业荒废，即使挣到钱，如果没有好的文化积累，可能还是会
给社会添麻烦。

学生告诉他，自己的成绩不好，即使继续学习也考不上大
学。甘云山却说：“没关系，你先回来读书，我们慢慢把文化课
补起来，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甘云山承诺，如果因为没
钱而无法维持学习生活，都可以找他解决。从那以后，每一次
回家，甘云山都会帮他买好火车票。通过爱心捐助和申请补
助，学生的经济困难也解决了。

甘云山不放弃每一个学生，对于有困难、有问题的孩子都会
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他的一名学生曾经在高中阶段游戏成
瘾，脾气很倔不听话。为了帮助他考入大学，甘云山牺牲自己的
休息时间，每天中午坚持在教室给他单独辅导功课，直到把他送
入大学为止。如今的他已经顺利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

无私关爱就是画笔的“魔法”

对甘云山来说，美术这个一技之长不仅帮助聋哑学生走入
了大学，更装点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从操场的健身墙到教学楼上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每一个创意都是甘云山从草图到上漆精心绘制的。5 层高的
教学楼，墙画的高度就有 2 层。同事回忆，他就是在下面的乒
乓球台上搭了桌子和椅子，踩在梯子上自己一笔一画完成的，
现在回想起来着实有些危险。

这样的付出，甘云山从未间断过。疫情一开始，为了帮助
同学们更好理解防疫措施，他按照钟南山专家的防疫建议，画
了很多的漫画，帮助大家掌握防疫的要领，保护好自己和家
人。他嘱咐学生们一定不要乱跑，勤洗手，出门要戴口罩，强
调一定不能给国家防疫增加负担。

运动会上，甘云山主动给所有的班级设计制作班牌。武汉
第一聋哑学校的教学横跨小中高，加起来将近 20 个班级。运
动会前一天，甘云山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为每个班都设计了
不同的创意，直到所有的班牌做好才回家休息。

为了让学生们更加直观地理解和遵守秩序，他主动向领导
提出了刷标识线、画消防通道等建议，给学生创造一个更安全
的读书环境。他利用下午课程结束和晚上的时间，带着学生们
一起在校内完成了这些“工程”。

现在谈起画笔带来的变化，甘云山欣慰地说，这些创意细
心的小标识让学生在校园里面更安全、更有秩序了。他们也理
解了如何遵守秩序，接受了安全教育。通过有针对性的标识提
醒，学生再也不会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了。

关心爱护学生，这是甘云山对于教师这个岗位最纯粹的理
解。因为这份关爱，甘云山的笔触就像是“魔法”，点亮了无声
世界的苍白，给这些残疾孩子们打开了绚烂世界的大门。他将
200余名聋哑学生送进大学，用温暖帮这些残疾孩子树立起山
一样的坚定信念：自己不放弃，谁也抛弃不了你。

据中国文明网

无声世界的“守护者”：

用画笔点缀孩子们的路

据新华社

2021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达 17172 万
人。临近春节，这部分群体如何返乡、如何
过年备受关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八部
门单位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2 年春
节期间“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的通知》，进
一步增强春节期间对于农民工出行、欠薪
维权、就业等方面的服务。

其中，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引导返乡返
岗农民工错峰出行，统筹考虑疫情防控要
求，适时对集中出行农民工组织开展“点对
点”专车、专列运输服务。

1月 23日晚，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首趟

“春风行动”农民工返乡专车，将23名在浙江
衢州工作的北川籍农民工顺利接回家乡。

“一年辛苦在外打拼不易，为了让乡亲
们回家的路更顺畅、更安全，我们采取返乡
专车和乡村客运无缝衔接，并及时为返乡
人员做好核酸检测，确保能平安团聚。”北
川县农民工服务中心主任朱莎说。

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
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3日，全省 21个市（州）
已有 269万农民工平安有序返乡。

此外，解决欠薪问题和权益保障是重
点。

通知强调，各地指导用人单位规范用

工行为，落实好就地过节农民工休息休假
等合法权益，扎实推进根治欠薪冬季专项
行动。

贵州省安顺市农民工老韦近日收到了
8000 元欠薪，他喜出望外，顾不得雪后严
寒，赶到镇上邮局，写信向广州市总工会表
示感谢。此前，安顺、广州两地工会联动协
作，为他追回欠薪。

当前，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正在全
国开展。至 2022 年春节前，将以工程建设
领域和其他欠薪易发多发行业企业为重
点，在全国范围对欠薪问题实施集中专项
治理。

增强对农民工各项保障：
便利返乡、清偿欠薪、改善就业等

民生短板如何补？

春节前夕这份“政策清单”回应了！

德耀中华德耀中华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国家中
医药局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老年健康
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强老年人健康教
育、加强老年人功能维护、开展老年人心理
健康服务等十余个方面的具体举措。

通知要求，加强老年人群重点慢性病
的早期筛查、干预及分类指导，积极开展阿
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
的早期筛查和健康指导。

针对老年人就医难，通知提出，到 2025
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

科的比例达到 60%以上；85%以上的综合性
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67 亿，占总人口的
18.9%。

现阶段，老年人“长寿不健康”问题凸
显。数据显示，约 1.9 亿老年人患有慢性
病，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 4000 万人，老年
痴呆患者约 1500万人。

“老年人往往‘多病共患’，我们要从主

动健康的角度多病共检、多病共防，从技术
角度推动疾病的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及
早治疗并发症，关口前移，尽可能减少和延
缓失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静说。

在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有助
于提高老年医疗多病共治能力。国家卫生
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表示，“2020
年年底我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
年医学科的比例为 28%，综合性医院的老
年医学科建设仍然存在短板和弱项。”

关注老年人“长寿不健康”：
阿尔茨海默病等慢性病提前筛查、综合性医院增设老年医学科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村（居）
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的指导意
见》，对常态化社区疫情防控作出进一步部
署。

意见提出，力争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实
现公共卫生委员会机制全覆盖、能力普遍
提升、作用有效发挥，初步建立起常态化管
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公共卫生管
理机制。

社区防控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
环节。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是
组织群众参与做好社区防控工作的重要力
量。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监察专员傅卫
介绍，现在全国有 24 个省份已经不同程度
在村（居）民委员会推进了公共卫生委员会
的建设，其中北京、广东、安徽、甘肃等省

（市），已经在全省（市）范围内全面推开。
在近两年的疫情防控中，这些地方的公共

卫生委员会在参与“敲门行动”、重点人员
排查、参与封控管理、加强疫情防控宣传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较来说，农村
地区医疗资源和防护条件比较薄弱。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
长陈越良此前表示，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一起积极推动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任务
落地落实，进一步组织扩大居民织密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防控网。

常态化社区疫情防控：
力争两年实现公共卫生委员会机制全覆盖

春节前夕，多部门聚焦民生薄弱环节，密集出台扶持、配套政策。在这些补齐民生短板的

“政策清单”中，一些百姓关切的焦点、难点、痛点问题得到了积极回应。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最具活力
的细胞，社区服务水平关系民生、连着民心。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城
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从“强化为民
服务功能”“强化便民服务功能”“强化安民
服务功能”三个层次，对“十四五”时期城乡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梁晨表示，为民服务功能聚焦困难群体
和特殊人群以及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

役军人等群体基本需求，推动基本公共服
务资源向村（社区）下沉；便民服务功能强
调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服务便利化；安民服务
功能则主要聚焦社区安全保障等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韩俊魁认
为，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服务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提高社区服务精准化
精细化水平，有利于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针对规划提及的“到 2025年，农村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80%”，梁晨表
示，相较于城市，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广人
稀，开展社区服务活动比较困难，同时由于
农村老人孩子多，社区服务需求较高。因
此，在当前强调发展农村社区服务综合设
施意义重大。

“要引导更多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参
与其中，不断提升软件水平，才能让社区服
务真正惠及农村百姓。”梁晨说。

城乡社区服务上新台阶：
“十四五”期间强化为民、便民、安民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乡村振兴局、国
家中医药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
委后勤保障部近日印发《“十四五”时期三
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对三
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

通知要求，到 2025 年进一步缩小城乡
医疗服务水平差距，建强分级诊疗体系的

县域龙头，努力实现一般病在市县解决的
目标，满足县域居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

据介绍，我国目前仍存在优质医疗资
源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太合理，尤其是部
分地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有所欠缺、群众
希望就近“看得好病”需求难以得到很好满
足的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聂春雷强

调，从医疗服务体系构建来说，建立分级诊
疗制度，一定要强基层，把大多数患者留在
基层。

下一步，将继续通过加强专科能力建
设、培养技术过硬人才队伍、开展新技术新
业务、丰富对口帮扶形式等实现基层医疗
质量和效益的充分体现。

解决县级优质医疗资源欠缺：
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努力实现一般病在市县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