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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李紫微最不希望的就
是“桃李满天下”。如今，她已经在特教的岗位
上走过了16个春夏秋冬，教过的学生仅有几十
名。

很多老师对学生的期待是成为栋梁之材，
而她对孩子的期待是自食其力。对于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优秀教师、辽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李紫微来说，在选择成为一名特教教师时，就注
定要付出得更多。她要时时刻刻守护着这些

“星星的孩子”，为他们点亮人生的希望。
9月20日，记者见到李紫微时，她正带着全

班的孩子打快板，在她的带动下，现场的气氛特
别好。“天安门广场多壮丽，长安大街贯东西
……”课堂上，孩子们自信从容地打着快板，从
每个字的反复训练，到千余字的内容熟记在心。

不一会儿，当下课铃响起那一刻，孩子们飞
快地跑出教室，有的躺在地上悠闲地晒太阳，有
的沿着操场跑道倒着走，还有的静静地坐在操
场边。一个满脸稚气的孩子紧紧地跟在李紫微
身后，不时伸出手向李紫微要吃的。为了能时
刻照顾到班级孩子们的安全，李紫微在操场边
坐下，招呼班级学生到她身边来活动。

除了节假日，大部分时间，她都和学生一起
生活，学生的手脸脏了，她帮助擦洗；学生的鼻涕
流下来了，她亲手擦拭；孩子要上厕所，她亲自帮
忙脱裤子、擦屁股、穿裤子；她自费给孩子购买文
具、玩具……李紫微用超出常人的耐心、细心、爱
心和责任心，为“折翼的天使”推开了“另一扇
窗”，让残缺的生命一样开出灿烂的花朵。

成立辽阳市第一个
孤独症儿童专业训练康复班

2009年，在李紫微的倡导下，辽阳市第一个
自闭症儿童专业训练康复班在辽阳市特殊教育
学校成立，填补了辽阳市特殊教育历史上关于
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的空白。为了探索先进的
教育教学模式，全面提高学生的生活适应能力，
每年假期，她都会自费跟国内外专家学习。

她率先对自闭症儿童的生存教育进行了思
考和探索，大胆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开设手工制
作、绘画等课程，李紫微告诉记者，她的梦想是
带着这些特殊孩子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奇
特”世界。

她没有因为教育对象是特殊的孩子，而简
化了所有普通孩子都必须接受的人生必修课
——爱国主义教育，而是潜移默化地设计了适
合孤独症儿童的教学。通过快板这门艺术，让
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寓教于乐地讲中国故
事，讲辽宁故事，讲美好的生活。让孩子们可以
更广阔地了解历史，了解国学知识。从小培养
他们对祖国的感情，让他们像普通孩子一样，拥
有本该有的青春感和少年力量。这些即使不会
治愈孩子们身体上的残疾，但也会让他们感受
到这个世界的希望、美好和善意。

组建第一支
孤独症儿童非洲鼓队和轮滑队

此外，她还组建了辽阳市第一支孤独症儿
童非洲鼓队和轮滑队，为孤独症孩子们重新开
启了一扇通向外界的大门。孩子们在非洲鼓的

演奏中得到了快乐，找到了自信，也学会了团队
的配合，对孤独症儿童的人际交往障碍起到了
很好的康复作用。

当阳光大课间活动开展起来，每天她都会
带着学生轮滑，这对正常的孩子来说可能不算
什么，但孤独症儿童却是异常艰难，因为孤独症
儿童平衡性不好，开始时他们不知道如何站立，
更把握不好节奏，她就一遍又一遍讲解示范，40
分钟的活动，她不停地做着示范、喊着口号，腿
酸了、嗓子哑了，但每每看到学生有了点滴进
步，她还是会跑到学生身边送上掌声或鼓励的
拥抱。她坚持不懈的付出让学生动了起来，笑
了起来，健壮了起来。

自己虽然没有成家
但已成为多个孩子的“妈妈”

在她的班级里有这样一个孤独症孩子，名
字叫小康宁。由于父母突然去世，小康宁瞬间
成了孤儿。昔日的亲朋好友在小康宁家遭遇不
幸之后，都躲起来了，怕成为他们的累赘。

情急之中，李紫微带着班级里的其他家
长，帮助小康宁处理了他父母的后事，安顿小

康宁以后的生活。每天接送小康宁上学放学，
李紫微放弃午休负责看护小康宁，学习用具、
换季的衣物都是大家你一件、我一件地争着给
小康宁买。隔三差五的李紫微就把小康宁接
回家里，带小康宁玩，给小康宁做好吃的。李
紫微家就一张床，为了让孩子睡舒服，她让孩
子睡在床上，自己在床下地板上睡，夜里守着
孩子。

达达也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爸爸不仅
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还经常对孩子和妈妈拳
打脚踢，有严重的家庭暴力倾向，最终父母离
异，达达和妈妈被赶出家门，净身出户。

达达患有精神障碍，情绪十分不稳定，需要
24小时看护。妈妈全天照看孩子，不能上班，没
有收入也没地方住。李紫微就把孩子和他妈妈
接到自己的住处。每天早晨，把达达带去上学，
下班后再给孩子和妈妈买东西回去吃。

随后，李紫微又帮着给达达办了残疾证，让
他们母子住上了廉租房。她又给妈妈拿钱，做
点小生意，每天摆地摊、穿肉串，慢慢地，达达家
的生活有了改善。现在，达达的状态特别好，从
前满地打滚，一心想逃学，连笔都不会拿，现在
成了代表学校发言的优秀生。他学会了快板、
朗诵、唱歌、跳舞、轮滑和非洲鼓，已经6年没发
病了，还能帮老师管理班级，成了老师的小助
手。妈妈的亲戚朋友看见达达都感觉像变了一
个孩子一样。

李紫微更是对多名没有语言、无法表达思
想、生活难以自理、无法上学的重度孤独症儿童
进行送教上门，付出超乎寻常的心血和精力。
她坚持地努力改变孤独症孩子的各种不良行
为，训练孩子掌握生活技能，教会发音讲话，收
拾清理粪便……

人们把患有孤独症的孩子称为“星星的孩
子”。李紫微的名字，就取自紫微星，是夜空中
最亮的一颗。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缘分，让李紫
微和这些孩子相遇，守护着孩子们，为他们照亮
成长之路。

“我从来没觉得特教就有多么特殊，只是尽
我最大的努力照顾这些孩子们！”李紫微说：“作
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我感觉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两会期间我将就特殊教育这项工作，和
各位代表进行交流和讨论，特别是18岁之后自
闭症儿童的安置问题，这项工作需要全社会的
关注，才能给自闭症儿童提供更好的成长空间
和未来保障。”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患有地中海贫血症的 2 岁女孩，生命岌岌
可危，鞍山小伙挺身而出，自愿捐出自己的造血
干细胞，挽救孩子的生命。

前一阵，在鞍钢工作的岳宇接到了鞍山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称，自己与一名患有
地中海贫血症的 2 岁女孩配型成功，挽救孩子
生命的唯一希望就是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岳
宇在电话中果断地表示，愿意捐出自己的造血
干细胞，帮助女孩渡过难关。

10月15日，42岁的岳宇告诉记者：“当时接
到电话得知这一消息后，脑海中就一个信念，赶
紧捐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挽救那名小女孩的生
命。作为造血干细胞的一名志愿者，就等着有一
天能同需要的人配型成功，然后通过造血干细胞
的移植来挽救患者的生命。所以，我二话没说，
当即就表态愿意捐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10月12日，鞍山市红十字会携手鞍钢红十
字会、鞍钢股份能环管理中心二发电分厂，为岳
宇举行了造血干细胞捐赠的欢送仪式。仪式上，
鞍山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刚英力为岳宇颁发了自
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荣誉证书，同时号召广大市
民以岳宇为榜样，积极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
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岳宇的无偿捐献，也成
为了鞍山市第31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能环

管理中心二发电分厂党总支书记冯君介绍，岳宇
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员工，平时热爱公益事业，乐
于帮助同事，凡是有事找到他，岳宇都会积极地
帮助。无论是单位还是社会上组织的献血，岳宇
都十分响应。早早地加入到中华骨髓库，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造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
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岳宇的妻子周岩，得知
丈夫要捐献造血干细胞，非常支持这一决定。告
诉丈夫，只要能全力挽救那名2岁女孩的生命，咱
一定要全力以赴帮助到底。岳宇表示：“我一定
会竭尽全力，帮助那名贫血症的女孩，希望尽我
的一点微薄之力，燃起小女孩生命的希望。感谢
我的妻子、单位领导和同事的鼎力支持，谢谢你
们对我的信任。”

接下来，岳宇将在鞍山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的陪伴下，前往沈阳指定医院进行
为期一周左右的造血干细胞采集。采集后的造
血干细胞混悬液将由工作人员及时送到患病女
孩所在医院。鞍山市红十字会综合业务办公室
主任雷阳为岳宇竖起了大拇指，肯定了其传递
大爱的精神，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
入中华骨髓库，为更多的血液病需求者带去生
命的希望。

辽沈晚报特派鞍山记者 贾琼



男子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 挽救2岁娃生命

岳宇成为鞍山市第31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 受访者供图

坚守特教16载 教过的学生仅有几十名

用心呵护 她为“折翼天使”开启心窗

李紫微带着全班的孩子打快板，在她的带动下，现场的气氛特别好。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