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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建言法律援助工作
近年来，我市法律援助工作紧紧围绕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大局，积极

推进法律援助网络化、规范化、长效化建设，

努力提升工作作风和服务水平，不断扩大法

律援助覆盖面。近三年来，我市法律援助中

心累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000件以上，接

受群众来电来访咨询近8000人次，为受援

人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赢得了人民

群众的普遍赞誉，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为进一步推动司法机关履行好法律援

助的保障职能，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和弱势群

体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

义，近日，市政协组织专题视察法律援助工

作。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舆论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宣

传法律援助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和推进法治建设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传推进法律援助工作

的措施和成效。大力宣传法律援助工作先进

典型，展现新时期法律援助工作的良好形象

和精神风貌。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

增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营造有利于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

2、切实加强业务能力建设。认真学习法

律政策知识和法律实务知识，更好地适应法

律援助工作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依法执

业能力。熟悉群众工作特点，把握群众工作规

律，学会做群众工作，切实提高联系群众、服

务群众、引导群众的本领，不断提高群众工作

能力。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准确把握处

置突发事件的原则方法，依法参与突发事件

的处理，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大

法律援助队伍培训力度，落实各项培训制度，

不断提高法律援助队伍服务水平。

3、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随着经济

社会不断发展，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不断增加，逐步扩大覆盖面、更好地满足困

难群众需求，已经成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务。要全面、准确了解困难群众在民

生问题方面的法律需求，不断扩大法律援助

覆盖面，让更多的困难群众获得法律帮助。

适度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逐步降低

法律援助门槛，适应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

求，按照权利保护优先顺序和需求迫切程

度，将就业、就医、就学、劳动报酬、社会保障

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

助补充事项范围，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

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协调作用。

（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

市政协“委员活动周”
活 动 见 成 效
为贯彻落实扬州市政协有关通知精神，进一步密切

市政协委员与所联系群众的联系，积极了解和反映社情

民意，结合能力作风建设活动，市政协于5月14日至20

日开展了“委员活动周”活动，发动全体政协委员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并向委员强调，在“委员活动周”活动中，委

员们要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见

和建议带上来，不断增进各阶层、各群体的和谐。

本次“委员活动周”活动的主题是：提振信心、提质

转型、提速跨越，加快推进基本实现现代化。通过走

访、座谈、调研等多种形式，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累计

收到委员搜集到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达360多条。

市政协办公室按照经济建设、城建城管、新农村建设、

民生和社会事业等四个方面，从中筛选摘编了44条

编成《社情民意》专刊，供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

参考。 （市政协办公室）

守护残缺的花蕾
———记高邮市政协委员刘春生

市荷花塘特殊教育学校，原名市聋哑学校，座落于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古盂城驿附近，占地5050平方米。走进校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幢前后矗立、粉刷一新的大楼。大楼前的塑

胶跑道和校园东部的塑胶操场红绿相间，色彩斑斓。教室、训练

室、图书阅览室、宿舍、食堂等一应俱全，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看

着整洁的校舍，你很难想象这所特殊教育学校是在20年前原荷

花塘小学身后一个破旧的小院落的平房里，只有一个班，5个教

职工，24名学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校的成长得到了社会

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特别离不开一个人的默默付出，他就是

现高邮市荷花塘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刘春生。

92年如皋特师毕业后，考虑到当时的家乡高邮还没有一所

特殊教育学校，刘春生萌发了创建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念头，毅

然放弃了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家乡。他以个人的名义给

当时的市教育局局长写了一封信表明他的意向，不久就得到了

回复。对于他的建议，局长很是重视，很快就组建了一支调研组

去各地考察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情况，迅速拿出创校方案。在上级

领导的支持下，他与原荷花塘小学的校领导一起参与创办了高

邮市第一所聋校，结束了高邮没有特殊教育的历史。从此也开始

了他为残疾孩子创造幸福和价值的征程。

不畏艰辛，为孩子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优质的特殊教育是改变残疾人群体在社会中“沉底”状态的

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社会对特殊教育的认识还有不足，很多残

疾孩子由于种种原因难以跨入学校的大门，已经进入学校的残

疾学生，也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时时面临辍学的危险。针对这

一现状，刘春生带领特校的老师们积极构建完善残疾孩子入学

的防护网，使市残疾孩子的入学率、巩固率有了大幅度提高。

为保证高邮市区域内残疾孩子的高入学率，刘春生组织特

校的老师先后于2004年和2006年暑假期间，深入乡村田头，开

展入户调查，行程遍及高邮市21个乡镇的333个行政村（社

区），涵盖高邮市36所初中、132所小学及171所幼儿园，掌握

了高邮市残疾孩子的数量、分布和受教育情况。对符合入学条件

的残疾孩子，依照法律法规精神，积极动员其入学。

为了能留得住每一个入学的残疾学生，刘春生一方面带领

特校老师做好残疾学生家长的思想工作。在对待残疾孩子接受

教育的问题上，家长们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模糊认识。有的认为

只要上几年，认“两个”字就行；有的认为自己家庭不宽裕，省点

钱将来给孩子用更现实等等。针对家长的种种不正确认识，刘春

生带领老师们利用开家长会、告家长书等方式，及时与家长进行

思想沟通和交流，帮家长们逐步树立起“给孩子教育就是给孩子

未来”的观念。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上级和社会的支持，不断完善

残疾孩子的救助保障体系。学校建立了特困残疾学生档案，为每

一个特困生明确了救助渠道，尽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们解决学习、

生活上的困难。刘春生的一系列举措有效地杜绝了辍学现象的

发生，真正做到了“进得来、留得住”。

积极探索，助孩子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刘春生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都有其

独特的生命价值，如何发掘残疾孩子身上的潜能，让他们在自身

基础上得到最大的发展是特殊教育的始终追求。自2002年秋走

上校长工作岗位以来，他紧紧围绕“办高水平学校，创高质量教

育，育高素质学生”的目标，着力于“培养快乐而有价值的人”，促

进残疾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刘春生发现因为自身的残疾，许多学生怀有各种各样对家

庭、对社会的怨恨，若不及时给予疏导，任其发展，很可能成为诱

导其将来与家庭和社会对立的萌芽。为此，他将感恩励志教育作

为学校的重点教育内容，领导特校老师们开展形式多样的“感恩

教育”活动。如利用班会课、国旗下讲话等途径引导学生们思考

“如何看待自己的残疾”、“幸福的生活从

哪里来”、“算一算亲情帐”、“做一件感恩

事”等主题。通过这些活动，积极

引导他们走出残疾阴影，奋发进

取、自强有为。此外，学校还经常

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定期组织

“健康节”、“生活节”、“展能节”

等校园“八节”活动，为他们树立

自信，展示潜能创造平台，提高

他们生活信心和参与社会、融入

社会的能力。

在认真抓好康复工作，补偿

学生缺陷的同时，刘春生带领特

校的老师们针对残疾学生的特

点，围绕激发每个学生潜能，实

现多元发展的目标，努力探索最

合适的教育模式。学校先后设立

了听障教育部、智障教育部和学

前康复部三个教学部。在学前康复部实行“集训+个训”语训模

式，在智障部实行“班级授课+分层教学+个别化教育”教育模

式。按照“基础坚实，多元发展”的原则，为每个残疾学生建立了

成长记录袋，定期收集学生成长中的点滴。制定了新的《荷花塘

特校学生考评办法》，实行“杰出荷花塘之星”、“优秀荷花塘之

星”、“特色荷花塘之星”三级认定，既重视德、智、体等基础指标

的刚性，更重视学生个性特长的体现，力争让每名学生都能享受

到成功的喜悦。

此外为发展学生的个性化特长，学校还开设了舞蹈、剪纸、

绘画等兴趣小组，每学期一次集中展能，每学年一次发展评优。

以剪纸为代表的艺术教育还进一步延伸，向职业教育拓展，成为

特校“艺———职衔接职业教育模式”的办学特色，08年在省特殊

教育年会职业教育研讨会中作经验交流，获得与会人员的一致

好评。学校组建的“天使之翼手语艺术团”、“德威电子琴社”、“小

荷艺术团”等社团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事实证明刘春生带领特校老师们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特

校的学生先后在省、市、县等各级各类才艺比赛中获奖100多项，

特校先后被授予“江苏省民间工艺传承基地”、“扬州市文明单

位”、“扬州市绿色学校”、“扬州市依法治校先进学校”、“高邮市残

疾人工作先进集体”、“高邮市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近

年来，特校毕业生95%以上顺利在乡村、企业实现就业，许多学生

还成为当地有名的养殖大户和企业的生产能手；周盟等三名同学

经过层层选拔，代表江苏省参加了2008年残奥会的开幕式演出；

蒋俊同学的剪纸走进了央视国际频道的《走遍中国》栏目；张义健

等3名同学升入聋人名校———南京聋人高中，孙建萍、李智等15

名同学考入长春大学、南京特教学院等高等院校深造。

竭尽所能，给孩子更多的成长关爱

特教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然

而就在十多年前，很多人甚至还不知道高邮市有所聋

哑学校，更不知道聋哑孩子还可以去学校受教育。针

对这一现状，刘春生意识到：特殊教育一定要走出去，

决不能搞闭门造车。为此，他明确了办学的基本思路，

“开门办学，打造品牌，加强管理，发展特色”。

刘春生抓住一切机会向社会宣传残疾人有受教

育的权利和特校办学情况。如“爱耳日”，他带领特校

的教职工和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助残日”，他

组织师生赶排一台台感人至深的文艺汇报演出；将每

一次上级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团体的来

校视察、考察和调研活动都当成一次宣传学校的机

遇，认真准备汇报材料；就连参加各种会议时，刘春生

也不忘随身带着学校的宣传展牌……通过宣传，使更

多的人了解了残疾学生的生活状况，了解了特校办学

的艰辛，社会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市政府从2008年起，设立每年十万元的特

殊教育专项补助，补贴学生的生活费用；一名副

市长担任特校的名誉校长。特校先后与消防大

队、预备役高炮四团等结成共建单位；与美国“希

望之家”、上海德威英国国际学校等结成友好交

流关系；八一电影制片厂陈建导演、工艺美术大

师蔡生、普林斯化工的瞿军总经理等一批杰出社

会人士成为该校“爱心使者”；与城区13所中小

学校开展了“健残手拉手”共建活动；邮星食品公

司为残疾学生设立了冠名助学基金……据不完

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先后有一百多家单位参与

特校的助残活动，捐资捐物达二百多万元。

2007年利用创建“省合格特殊教育学校”的

机遇，学校由原荷花塘小学旧址搬迁至原城南

小学校址，并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造。面积由原

来的1800多平方米扩建到5050平方米。2010

年学校积极参与创建省区域教育现代化，基础

设施有了更大的改善。主要教学办公设施有：感

统训练室、康复训练室、体能训练室、剪纸活动

室、教学仪器室、图书阅览室、器乐室、集体语训

室、个别语训室、计算机室、家政室、律动教室

等。当前适逢特校建校20周年之际，刘春生又

带领特校的老师们积极抢抓机遇，创建“江苏省特殊教育现代化

示范学校”，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现代化水平。

在刘春生的日程表里，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2000年，

新婚燕尔的他，没有顾得上新婚妻子，婚礼一结束又回到了三尺

讲台；2002年，父亲重病期间，正是他接手全校工作的时候，为

了不影响工作，他常常傍晚赶上八十多里路回家看望父亲，清晨

又披着晨曦早早返回学校……这么多年以来，他楞是没有耽误

过学生的一节课，没有请过一天的事假。

建校初期，教学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必要的教学图片、用

具，甚至没有像样的教材。他就动手创作图片，就地取材制作生

动的教学用具。

刘春生常说：“残疾学生是受伤的幼苗，更需要我们爱的呵

护”。在学生眼里，他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默默地为他们撑起一

片晴天。吕佳佳曾是他班上的一名学生。由于听力损失严重，佳

佳的语文学习非常吃力。为了帮佳佳练习发音，他特地买来一面

镜子，帮佳佳对口型，做发声示范。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

就三遍……就这样，一个发音练上几十遍是常有的事。当佳佳终

于能发出含混不清的“老师”、“学校”的发音时，一旁的刘春生已

经是喉咙发干，嗓子发哑，累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当佳佳想打工

挣钱而放弃学业时，刘春生万分焦急，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她

又重新走进了课堂。伴随着刘春生呵护的目光，吕佳佳一步步走

向了大学的殿堂，成为高邮市第一位聋人大学生。

二十年的风雨，几多艰辛，但他始终不改初衷，坚守自己的选

择。让更多的残疾孩子享受到优质的特殊教育，是刘春生最大的

心愿。随着学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优质特殊教育的实施，我们

相信这片荷塘一定会迎来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孙薇薇

委 员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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