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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黄骅中学高二年级
学生小瑞的家人发现，孩子最近
没有要饭费，饭卡的余额不减反
增，突然多出了 1000元钱。小瑞
家人发现除了小瑞以外，还有其
他一些学生饭卡上也收到了这
笔钱。他们经过多方打听才知
道，这笔钱的背后藏着一个暖心
的秘密。

多出来的饭费

小瑞 5岁时，她的父亲因病
去世，母亲不久后就离开了，年幼
的小瑞和患病的哥哥一起住进了
大伯家。这些年，小瑞的大伯和大
娘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庭。为了
多赚些钱，大伯常年在外地打工，
大娘则在家照顾老人、自己的两
个孩子及小瑞兄妹。

“小瑞平时生活比较节俭，
几乎没见她吃过零食，学习成绩
稳定在班级前五名。”小瑞的班
主任王老师说。

学校里有一些孩子，和小瑞
一样品学兼优。虽然家庭生活较
为困难，但他们从不抱怨和气馁，
十分懂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

们舍不得在吃喝上多花钱。
前段时间，老师通知小瑞带

着饭卡去充值的地方等待。小瑞
发现，除了她，还有好几个同学
也来了。不一会儿，学校的工作
人员就为他们每人的饭卡上充

值了1000元钱。
后来，学校老师告诉小瑞，

这笔钱是志愿者对他们的一份
关爱。

“有好心的叔叔阿姨帮我充
了 1000元饭卡，我省着点花，接

下来两个月就不用大娘再给我
交饭费了。”小瑞懂事地说。

暖心的秘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

听一位在学校上班的志愿者
提起，学校里有一些学生生活
比较节俭，大家能否为这些孩
子做点什么。”黄骅市红色朝
阳志愿者协会负责人王宝义
说。

怎么做，才能让孩子们没
有负担的接受志愿者们的心
意呢？学费等各方面费用，学
生们已经得到了相关的补助。

“最后大家决定，给孩子们的
饭卡里充些钱，让他们能吃得
更好一些。”王宝义说。

随后，黄骅市红色朝阳志
愿者协会、向日葵助学协会的
志愿者和学校沟通后，得到了
学校一些学生的初步信息。通
过走访、核实，他们选择了学
校 11 名品学兼优、生活比较
拮据的学生。志愿者将钱交给
了学校，学校的工作人员为这
些学生的饭卡充值 1000 元饭
费。

“虽不能解决他们的长远
困扰，但希望孩子们能从中增
强信心和力量，好好吃饭、好
好读书，更加专心地去追逐自
己的梦想。”王宝义说。

黄骅中学一些学生的饭卡里多出了1000元饭费，这笔饭费背后隐藏

着暖心的秘密——

多出来的 1000元饭费
本报记者 马晓彤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灯光一亮，舞台上的聋哑孩子齐刷刷看向台下的汪悦。他们听不到音乐，感

觉不到节拍和律动，只能通过汪悦的动作提示将舞蹈完成——

“无声舞者”和他们的“跺脚老师”
本报记者 吕依霖

换上鲜黄色的演出服，画好
舞台妆，12 个孩子在镜子前兴
奋地照了很久。女孩们转起裙
摆，男孩们各种“耍帅”。

这 12个来自沧州市特殊教
育学校的孩子将代表沧州参加
全国 2023 年残疾人排舞比赛。
临上场时，紧张情绪已经弥漫在
这个平均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
小团队中。有的孩子伸开胳膊紧
紧抱住自己的肩膀与后背，原地
转圈。有的不停搓手，手掌红红
的。这群孩子远比汪悦预想得更
加紧张。

聋哑孩子
获全国二等奖

汪悦是沧州市特殊教育学
校的一名舞蹈老师。11月中旬，
汪悦带着舞蹈社团的孩子们前
往北京参加 2023年残疾人排舞
比赛。比赛前，看到孩子们的紧
张表现，她和两名带队老师一遍
又一遍地用手语说着：能站在这
里，开心地跳完这支舞，你们就
是最棒的。

灯光一亮，大家按次序入
场，在音乐声中舒展双臂，准确
地变换着队形，轻盈的旋转中带
着律动的美感，脸上的神情格外
专注。虽然感知不到音乐，可舞
台角落里的 3位老师就是他们
的“节拍器”。一支将近 4分钟的
曲子，汪悦在台下陪着孩子们一
齐跳。等最后一个动作完成，她
手心攥出了汗。

从舞台下来时，队伍中个子
最高的常焕洁哭了。练了8年舞蹈
的她，在比赛中承担着一段独舞
的部分，可中间却跳错了一个动
作，忘记把胳膊举起来。汪悦知道
后，抱着她轻轻安慰。直到评委宣
布沧州市特殊教育学校获得了听
力中学组规定曲目二等奖，常焕
洁才重新露出笑脸。兴奋的孩子
们轮流摸着奖杯，用12张证书在
地上摆出了一个爱心。

课堂上的“跺脚”老师

记者了解到，从沧州走向全

国舞台，这群“无声舞者”经过了
两个多月的紧张训练，学校里的
律动教室就是孩子们的训练场。
在这里，汪悦的脚经常重重地跺
在地板上，发出震耳的“咚咚”
声。

不明就里的人大概要误会，
这位老师在冲着学不会动作的
学生发脾气，急得直跺脚。其实，
汪悦是在利用特殊的“中空地
板”，通过跺脚引起振动，让聋哑
学生们感知到节奏。即便如此，
有些孩子仍然感受不到，她需要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场课下
来，汪悦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

珠。
“舞蹈没有捷径，对这些特

殊孩子也是一样。”训练时，汪悦
格外严格。跳不齐、跳不对，就要
反复练习，从手臂高度到手指尖
的方向，必须做到整齐划一。为
了达到要求，孩子们一个动作需
要重复练习几十遍。

舞蹈队员们平时有学习任
务，只能拿出清晨和晚上的时
段集中训练，一天的练舞时长
只有两个多小时。时间太短，训
练的强度更大。有的女孩在压
腿时疼得流眼泪，但也咬牙坚
持。

操场上的跳舞男孩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舞蹈
社团的孩子们大部分活泼好动，
尤其是一名叫迟胜信的男孩，一
直对着镜子练习从短视频上学
来的街舞动作。

记者了解到，18 岁的迟胜
信一直是篮球场上的活跃分
子，汪悦看他手脚协调，就从体
育队把他“借”到了舞蹈社。迟
胜信的舞蹈天分很快就展露出
来。

“迟胜信学习动作很快，而
且我能感觉到他很喜欢跳舞。”
汪悦告诉记者，有一天，她下课
走出教室，看到操场有一个男
孩，一会儿低头思索，一会儿摆
动手臂，正在复习汪悦教过的舞
蹈动作。“我走近一看，才发现是
迟胜信。”当时操场上别的男孩
都在打球，只有迟胜信在一旁

“格格不入”地练舞，汪悦对这一
幕印象深刻。

采访时，记者在手机备忘录
敲下一行字，你喜欢跳舞吗？迟
胜信看到后，脸有点红。他把头
偏过去，又轻轻一扬，露出害羞
的笑容，算是回答。

最开始被汪悦“强行”拉入
舞蹈社团的男孩籍双浩也打开
了心扉。比赛结束后，汪悦用手
语比划着问他：“下次比赛还参
不参加？”籍双浩重重地点了点
头，两人都笑了。

舞台上舞台上，，孩子们尽情展示着自己孩子们尽情展示着自己。。

学校将爱心款给学生充入饭卡学校将爱心款给学生充入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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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开发区九河东路6号6666.7m2混凝土场地及646.6m2

办公楼出租（原沧县交警车管所办公场地）。位置好、交通便利、
紧邻公路，承租时间和租金面议，有意者，请与我司联系。

联系人：张国 联系电话：1383275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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