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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朱苓君的过程让我发现，
原来残障人士有那么大的潜能，可
以一步步突破自己。”朱苓君的硕士
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赵芳感慨道。

盲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和正常的同龄人相比，面对学习上
遇到的困难，需要朱苓君付出常人
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为了练习盲
文，她磨出了满手老茧。中学期间，
为了帮助她提升薄弱学科，达到普
通学校同龄学生的水平，父母买回
不少教辅资料为她朗读题目，让她
用盲文把题目“抄”下来再做练习。

2018年，朱苓君考取华东师范
大学，4年后被保研至复旦大学继续
深造。她赢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大学里，没有盲文课本，无法读取
课上的图表信息，跟不上老师的教
学进度……朱苓君遇到了更多的困
难和挑战。赵芳发现，朱苓君从未
缺过一次课，凭借着勤奋、坚强、毅
力成功应对所有挑战，不断突破自
我，变得越来越自信。在复旦大学
的两年里，她获得了“复旦大学优秀
学生”“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复旦
大学青年五四奖章”等诸多荣誉。

在朱苓君看来，同等的教育能
为残障人士增能赋权，体现他们的
尊严与价值，是让大众破除对这个
群体刻板印象的有效方式。“视障人
士如果能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突破
信息差，就有更多机会融入社会，证
明自己的价值。”朱苓君说。

本报讯（晚报记者 陶洁/文、摄）
“新学校投用后，校园里有多少灯亮
着，温湿度和空气指标如何，老师无
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能通过手机或电
脑查看学校的电力、空气检测等数
据。”梁溪区教育局陈力展示了该区即
将在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的新学校“智
慧”特色。7月2日上午，梁溪区东林
桐华中学、无锡市连元街小学蘅芳分
校、无锡市梁溪区连元实验幼儿园悦
蓉分园等梁溪区8所新建学校举行交
付和集中启用仪式。

今年秋季即将投用的8所新学校
包括无锡市梁溪区东林桐华中学、无
锡市连元街小学蘅芳分校、无锡市梁
溪区连元实验幼儿园悦蓉分园、无锡
市铃兰实验幼儿园瑞融分园、石门路
地块规划学校（暂名）、无锡市东方娃
实验幼儿园惠东分园（暂名）、无锡市
通德桥实验幼儿园振达分园（暂名）、
前宋巷规划幼儿园（暂名）。8所学校
总投资9.02亿元，总建筑面积达到
8.5万平方米，新增学位5670个（其中
义务教育学位3750个，学前教育学
位1920个）。这些学校位于广益、瞻
江、山北等地区，为当地基础教育阶
段的优质资源供给带来全面提升。

新建学校均达到省智慧校园、市
智慧平安校园标准，教育设施设备配

置一流、有高品质专用教室和场馆。
在桐华中学，建成了全区最大的室内
校园体育馆和游泳馆，室内球馆边上
还有两个超大舞蹈房；在连元街蘅芳
分校，则拥有漂亮大气的屋顶花园，
为学生们带来更多接触园林、绿意的
空间。中小学均建有地下智慧接送
系统，减轻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记者
注意到，这些中小学教室面积更“大”
了，有些讲台的位置不在教室中间，
而是位于一角，在教学方面寻求老师
和学生的更深层次融入。

曾经，教育优质资源大量集中在
中心城区。近年来，梁溪区紧盯百姓
关切，抓好“均衡”教育的布点落子，
全力补齐周边地区教育短板。所有
的新办学校均采用“名校办新校”集
团化办学模式，干部、教师实现双向
流动，共享共建教育资源，同步教育
教学管理，力促“建一所、成一所、优
一所”。

未来，梁溪区将按照人口导入情
况科学推进新校建设，在梁溪科技城
核心区配套建设多所学校，实现幼儿
园、小学、初高中全覆盖；夹城里九年
一贯制学校项目将在全省率先试点
核心城区高密度学校建设；结合地块
对南长实验中学、五爱小学等实施老
校的更新迭代。

复旦首位视障硕士研究生朱苓君毕业从教
她回家乡无锡做盲童“手杖”

均衡配置优质教育资源

梁溪区8所“智慧”新校集中启用

看不见的朱苓君，活成了
一束光，照亮自己和他人。

这个夏天，复旦大学首位
视障硕士研究生朱苓君顺利毕
业，即将踏上无锡的教育岗位，
做家乡盲童们的“手杖”。6月
21日，朱苓君就读的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以
下简称“社政学院”）与她即将
入职的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签
署合作备忘录。温暖与大爱，
因她延续。

↑位于瞻江
街道的无锡市连
元街小学蘅芳分
校。

←梁溪区东
林桐华中学内的
图书馆楼。

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副
书记谢韵在复旦大学见到朱苓君，立
即送上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和毕业礼
物——特校学生亲手绣的帆布包。

“我能摸到上面的花，一定特别漂亮，
谢谢！”即将入职无锡市特殊教育学
校的朱苓君笑容灿烂。

6月21日，复旦大学社政学院与
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签订合作备忘
录。双方将帮助特殊学生树立“助人
自助”的理念，通过多样化、多层次的
系统化培育，提升特殊学生适应社会
的能力。

毕业是新的开始。赵芳对朱苓君

满怀期待：“希望她用生命之光影响更
多人，特别是残障人士，让他们同样活
成一束光。”朱苓君说，她将发挥自己
社会工作专业优势，科学、精准地评估
盲童的学习生活需求，链接多方资
源，帮助他们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也
会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给予盲童
家庭更多心理支持。她还希望成为
残健融合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更多
残障人士被社会接纳、平等对待而努
力。“带着爱与温暖，我将继续勇敢前
行，努力为家乡的特教事业和无障碍
环境建设贡献自己的价值。”她说。

（陈春贤/文、摄）

回望自己的求学生涯，朱苓君
说，自己能走到今天是有一群人在背
后默默支持，要感恩的人太多了。在
上海市盲童学校和华东师范大学求学
时遇到的褚英、黄晨熹等良师是她的
引路人，复旦大学校友何佩鑫、陈晓明
夫妇资助她购置了盲文点显器和电
脑，学长和同学帮她查阅部分文献、排
版作业，食堂工作人员细心领她去空
座位就餐……源源不断传递的温暖
和善意，朱苓君都记在了心里。

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朱苓君特
别感谢两个人——导师赵芳教授、社
政学院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夏学花。临
别前，朱苓君向她们赠送了感谢贺
卡。在朱苓君心目中，拥有非凡人格

魅力的赵老师不顾已经非常繁重的工
作，不辞辛苦地在学业上指导自己，在
生活中关爱自己，是她心中的榜样。

“我虽然看不到您的模样，但在我心中
您就是最美的老师。”朱苓君对导师的

“表白”，让全场动容。
硕士研究生阶段课业十分繁忙，

朱苓君依靠读屏软件学习，与其他同
学相比，耗费的精力更多。巨大的学
业压力让她一度产生了延期毕业的想
法。当夏学花听说小姑娘压力很大
时，主动约朱苓君吃饭、谈心，倾听她
的难处，给她鼓励和信心。不久后，夏
学花得知朱苓君准备毕业论文开题。
当她再一次约小朱漫步校园时，能明
显感觉到自信的朱苓君回来了。

不断突破，拥抱精彩世界 一路求学，铭记身边关爱

大爱延续，无锡特校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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