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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滕华 通讯员 潘宇璐）“爱心来得太汹涌了，今天
我接了十几个电话，都是要结对认领孩子们微心愿的。”陈老师在某
村委会工作，昨天本报刊登的《千名困难孩子的微心愿等您来圆》后
附列表中，有三个孩子都记在了她的“名下”，由她负责联系对接，当
天下午1点多，三个孩子的心愿就被三位素不相识的爱心人士认领
好了。记者打了一圈电话，发现刊登的那些微心愿，大多都已对接成
功了。

陈老师负责的这三个孩子都比较特殊，其中有两个是家人在服
刑中，他们的心愿规格也很“统一”：想要新年礼物和中学生书包。
陈老师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因为孩子们年龄都比较小，只有七八岁十
来岁，还不太会准确表达自己的心愿。“新年礼物，他们之前几乎都没
收到过，也不懂得微心愿到底是什么东西。”但陈老师还是细心地给
孩子们在书包之外加上了“新年礼物”这一条，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
感受到一份暖暖的关爱。

来电话的三位认领者都很有爱心，一个劲询问陈老师，是否还需
要其他帮助。后来在电话里打听到村委会的地址，他们都表示，这两
天赶紧去买好新年礼物和书包，赶在放假前给孩子们亲自送过去。

“真是有缘分，还好结对成功了。我刚才问了四五个人，都被别
人抢先认领了。”北仑的一位奶奶在昨天下午3点半左右，忐忑地把
电话打给了心愿列表第一位的王老师，排名这么靠前，她本已不抱多
少希望。“他读几年级了，个子高不高、瘦不瘦？他只要160尺码的棉
衣，棉裤和鞋子要不要一起再配一套……”这位奶奶详细地询问着韩

同学的个人情况，给自己不断做着“加法”，希望送给那个素未谋面的
孩子一个温暖的冬日大礼包。“我年龄大了，这两日买好衣服裤子，就
叫儿子来寄快递，你们要注意查收哦！”

昨天下午1点不到，邵老师“名下”的两个孩子也都结对成功
了。一个长跑运动员女孩因为经常训练，对鞋子的磨损比较大，她想
要一双37码舒服耐穿的运动鞋；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很喜欢看绘本，
希望有更多的绘本可以阅读。两位爱心女士打进电话，详细询问了
情况，她们表示会尽快完成孩子们的心愿。“鞋子会马上去买新的，绘
本家里刚好有，可以马上送出。”

“太令我们感动了，爱心一波接一波涌来，电话接了一个又一
个。”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她表示接收快递后，会主动把孩子们收到礼
物的照片发回给对方，但爱心人士却一再拒绝。“都是为了孩子，我相
信你们。况且，爱心也不用汇报，能传递到孩子那里就好了。”这样的
话语，犹如一团火苗，温暖着宁波的这个冬天。

作为2018年宁波市青少年万人圆梦行动结对环节的“第一炮”，
本报率先向社会公众发布了其中部分心愿，得到爱心企业和爱心人
士的积极响应。本报感谢您的爱心，帮助孩子们完成他们的一个小
小梦想。

此次圆梦行动共收集到孩子们近千个微心愿。在稍后的两日
内，此次万人圆梦行动所收集到的更多物资类微心愿，经审核后将统
一由“青春宁波”微信公众号“2018年宁波市青少年万人圆梦行动”
专栏发布。您可以关注其微信，进行网络认捐。

■关注宁波市青少年万人圆梦行动系列报道③

有奶奶连打6个电话
终于结对成功
昨天刊登的那些微心愿，大多都找到了“圆梦人”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张苗妙 余晶晶）视力不佳，配镜矫
正；外语不好，额外补课；特殊儿童的教育需求，就由专业教师来满
足。到2020年，宁波特殊教育的“小目标”是：进一步打破普通教育
与特殊教育的壁垒，让更多特殊孩子科学认识自己的不足，就像理解

“近视”那样轻松。
在昨天召开的宁波市第二轮特殊教育行动计划动员暨2018年

特殊教育工作会议上，宁波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特
教系签订了合作共建协议，宁波特殊教育将借助高校优质资源，现在
起到2020年的全市第二轮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期间，通过做三件“大
事”，破解自身发展的瓶颈。

目前，我市一共有11所特殊教育学校，在读学生1000多人，专
业教师300多名。更多的特殊学生，是以“随班就读”的形式，在普通
学校接受教育。“尽管人数较少，但几乎每一所普通学校都会有。”宁
波市特殊教育学会秘书长柴林称，从这个角度讲，推进特殊教育发
展，并不仅仅是十几所学校的事。它是整个教育发展体系重要的组
成部分，而特殊孩子是人类多样化的一种存在形式，需要得到全社会
的理解和支持。

基于这样的理念，宁波特殊教育将要做的三件“大事”，会有利于
这些孩子“去标签化”，让他们从小就融入社会，接受平常的对待。同
时，也让那些数量庞大，却够不上“特殊”的孩子，在特定的阶段得到

科学专业的教导。比如，轻微情绪障碍、阅读障碍等具有“特殊教育
需要”指征的孩子。

据介绍，第一件“大事”是构建宁波市特殊儿童专家鉴定委员
会。孩子有点儿特殊，如何评估，程度如何，最终该安置到哪一类学
校，是特殊学校、卫星班，还是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以往，我市虽有相
关鉴定，但存在不够规范、不够科学的问题，特殊儿童家庭也会因此
平添更多烦恼。

第二件“大事”是推进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发展。我市300多名特
殊教育教师，基本都在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的教师缺乏这方面的
经验，无法针对性地为“随班就读”孩子提供科学有效的帮助。就像
现有的“心理教育”教育资格证书，将来涉及特殊教育的教师，也会一
样持证上岗，以此来推进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这支队伍的建立，
将进一步盘活宁波特殊教育现有的资源，比如300多个普通学校的

“资源教室”，让更多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也能在老师的科学引
导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三件“大事”是，提升特殊教育质量，倡导孩子的“个别化”发
展。我市将构建一套指标体系衡量特殊教育，从而促进教育质量提
升。同时，为特殊学生成长建设电子档案，从师资配比、专业内容等
多个维度，为孩子定制“个别化”发展的“套餐”。通过大数据库，甚至
还能在区域内进行师资配比的调整。

进一步打破与普通教育的壁垒

我市特殊教育未来要做三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