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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8日下午，记者走进市残
疾人康复中心儿童康复楼层，内部
环境设施像幼儿园一样简单温馨，
里面的孩子们都参与了我市 0~6岁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

记者敲门走进太阳班，这些患
有听力障碍的孩子们看到陌生面孔
不但没有逃避、羞涩，反而很热
情 ， 主 动 地 招 手 ， 并 说 “ 阿 姨
好”。看到他们都带着人工耳蜗，
清晰的发声令人惊讶。老师正带着
孩子们上手工课，用彩泥制作胡萝
卜并教孩子们学词语“胡萝卜”。
活动中老师一直不停地在示范，每
一句话都语速缓慢、咬字清晰，方
便孩子们跟着学。通过老师对每个
孩子的询问，不断刺激他们的思
维，把想表达的话说出来。

除了集体上课，每天班里的孩
子们都有固定半个小时的“一对一
授课”。手工活动结束后，四岁的
彤彤被辅导老师单独带到小教室
里，开始进行单训课。上课前，老
师先通过互动小游戏，用几个发音
和句子测试彤彤带的人工耳蜗功能
是否正常。当彤彤在依次复述老师

的 话 中 ， 出 现 了 对 “ 西 瓜 ” 的
“西”字发音不清时，老师就拿着
彤彤的手放在自己嘴边重重的发
音，让孩子体会老师发音时气流在
手上的感觉，模仿老师发音。

在随后的学习中，老师不断喊
彤彤的名字，让孩子集中注意力听
一听老师的问题。“彤彤，老师想
请你说说这是什么动物？”当对图
书上的狮子、老虎、大象、熊猫理
解认识念读后，老师随便指一个图
画，让彤彤回忆并说出动物的名
称、喜欢吃什么食物，进行及时的
提醒和帮助。

跟彤彤的妈妈陶珊丽交谈中，
记者得知彤彤在2014年就来到康复
中心参与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
目。在这两年里，彤彤从不会说
话，到慢慢能说简单词语和句子，
会见人打招呼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自从免费给彤彤装上了人工耳蜗
后，在老师的教导下，彤彤的发音
有了很大的提高。”陶珊丽告诉记
者孩子的改变，也让她重拾希望和
信心，相信孩子能恢复语言交流，
可以正常的生活上学。

市残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0~
6 岁是残疾儿童康复的黄金时期。

在这个阶段及时让孩子接受专业的
康复训练，能达到最佳的康复效
果。为残疾儿童今后入学、就业，
融入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今年年初，我市把“0~6 岁残
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程”纳入政府
十项民生实事“健康漯河”工程
中。从5月24日至6月底，市残联
工作人员联合专家医疗队深入乡村
进行全覆盖筛查，同时对全市全市
脑瘫儿童进行普查、实名登记，共
普查出脑瘫儿童413名。

截至目前，162 名智力残疾儿
童、50名脑瘫儿童已全部入驻定点
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人工耳蜗
项目 10 名听力障碍儿童已完成初
筛，申报材料已准备就绪等待省项
目办通知上报；190 名贫困残疾儿
童免费适配轮椅、坐姿椅、站立架
及助行器等辅助器具、20名贫困残
疾儿童免费适配假肢、矫形器已完
成筛查和需求登记。超额完成年初
市里制定的目标任务，完成率达
234%，让残疾儿童家庭感受到了政
府民生工程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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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一对一授课 教听障儿童说话

本报讯 （记者 张晓甫 实习
生 何之源） 进入冬天，手工红薯
粉条成为广大乡村的一个特色。在
我市部分近郊农村的公路两旁，不
时可见一排排晾晒的粉条：有的呈
浆白色，有的呈深褐色，直直的从
竹竿上垂下来犹如倒挂的瀑布，成
为公路两旁的一道风景。

“今天上午刚做出来的，到下
午两点就可以晾干了。”近日，记
者在临颍县杜曲镇郝路口村看到，
村民张梦菊正在和儿媳妇忙着把刚
制作出来的粉条往竹竿上放。记者
看到，张梦菊家的粉条一字排开，
足足有好几十米远。

“去年行情不错，一个月卖了
8000多斤。”张梦菊说，看到手工

红薯粉条越来越热销，今年秋季他
爱人张二明就开始打算把生意继续
做大，人手不够，他们就临时雇了
两名村里的留守妇女帮忙。从上个
月到现在，他们已经生产了1万多
斤的手工红薯粉条。“纯手工的技
术、纯天然的红薯，价格也不高，
每斤只有 8 元钱。”张梦菊介绍，
像这样的手工粉条在城里一斤至少
能卖到10元。

本报讯 （记者 王艳彬 实习
生 刘 一） 12月9日上午，我市对
2016 年漯河市“讲文明，树新
风”公益广告获奖作品进行了表
彰。

据了解，活动自开展以来，得
到了全市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和广泛参与，共收到作品 165件，
其中影视类 10 件、广播类 19 件、
平面类124件、网络类12件。经过
专家集中评选，共评出获奖作品
44个，其中一等奖 4个，二等奖 7
个，三等奖 11 个，优秀奖 22 个，
评出优秀组织奖7个。

“我选择以植树节为主题，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遇见一
些不文明的情况，比如在树上晒被
子。在视频中，我选择用孩子作为
主角，爱护环境，从小做起，更是
增强广大市民朋友的爱绿护绿意
识，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获得影
视类一等奖作品《爱绿护绿》的漯

河市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翟晶晶告诉
记者。

不仅如此，此次评选出来的获
奖作品各个主题鲜明，寓意深刻，
创意新颖。

本次参赛作品有的以本土特色
元素进行创作，将本土传统文化融
入其中。如获得平面类一等奖的

《耕读传家久》舞阳农民画院的肖
伟平。有的是环境保护从小做起，
从小事做起的影视类一等奖《爱绿
护绿》漯河市广播电视台翟晶晶。
还有广播类一等奖，来自漯河市广
播电视台的王祎《小红帽》。

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表彰活动中征集到的优秀作品积
极倡导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递了公益正能量。今后各县区及市
区各相关单位将动员鼓励专业或业
余广告设计爱好者积极参与公益广
告的设计制作，做传播文明、引领
文明风尚的带头人。

手工粉条热销
村民加紧制作

我市表彰“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获奖作品

倡导核心价值观
传递公益正能量

张梦菊的儿媳妇正在整理晾晒的粉条。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摄

12月 10日，源汇区顺河
街办事处组织各个社居委工作
人员深入辖区背街小巷及居民
家中，开展了创建文明城市入
户调查宣传活动。本此活动共
设立咨询宣传点五个，共发放
调查问卷1000余份，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基本知识手册
1000 余份，小礼品 1500 余
件。

本报记者 吴艳敏 摄

老师和带着人工耳蜗的彤彤正在一对一上课老师和带着人工耳蜗的彤彤正在一对一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