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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朱苓君出生在江苏无锡，出
生不久就被发现双目失明。四
个月大时，她通过手术获得了一
定光感，但依然无法看清周围的
世界。由于无锡当时没有盲校，
朱苓君的父母将她送到了上海
市盲童学校。

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朱苓
君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考入华
东师范大学，并以优异成绩保送
复旦深造。朱苓君每天的学习，
从读屏软件的声响开始。她所
用的学习材料多为电子版，电脑
和手机上的读屏软件，能将屏幕
上的文件逐字朗读出来。长期
的练习，让她能通过声音熟练地
学习、打字。

“虽然她是一个盲生，但我们
不会降低她在学业、实习方面的要

求，而是一视同仁。”在朱苓君的导
师、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赵芳眼中，朱苓君是一个努力而上
进的学生，虽然有诸多不便，但她
一直勇敢地面对各类挑战。

复旦没有特殊教育课程，学
校对朱苓君的学业要求丝毫没
有放宽。朱苓君回忆，自己研一
的课业排得很满，难度也特别
大。“对于明眼同学来说，跟上课
程、完成学业都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情，而对于必须通过读屏软
件，听读电子书的我而言更是难
上加难。”为跟上老师和同学的
节奏，她总会提前向老师要来课
件，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好在老
师和同学的帮助与鼓励，让她度
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有时候会遇到读屏软件无

法识别的共享文档，同学们就会
帮我一起填，当我划不开图形验
证码，他们也会帮我一起识别，
很多关键的信息也都是同学们
在班级群里分享的，幸好有大家
的帮助。”

学业上一视同仁，学校为朱
苓君的在校生活尽可能地提供人
性化关怀。“为避免我上课路上经
过两个红绿灯的危险，学校专门
调整了我所有专业课程的教学
楼。”同学们都因此要来到距离她
宿舍最近的四教上课，她的宿舍
也被安排在一楼，宿舍楼外设有
无障碍通道，浴室和洗手台都加
装了扶手，她经常去的教学楼、洗
手间都张贴了盲文标识……

种种暖意，汇聚成涓涓细
流，一直相伴在朱苓君的身边。

愿做照亮更多人的那盏“明灯”
复旦首位盲人研究生姑娘毕业了

“我听到的复旦校园很美丽，有鸟鸣、瀑布声，还有人们跟我打招呼。”
盲人姑娘朱苓君在毕业纪念片中讲述了她听到的复旦校园。随着2024届
学生毕业典礼的举行，复旦大学首位盲人研究生、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
院2022级研究生朱苓君即将从校园步入社会。毕业后，朱苓君将入职无
锡市特殊教育学校，“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老师们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我
前行的方向。”老师们的博学与鼓励激励了她，使她梦想当一名教师，成为
照亮更多人的那盏“明灯”。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记者最早认识朱苓君是在

2020年3月，那篇《青春战疫｜不

惧视力障碍，她在战“疫”中成为照

亮别人的微光！》，便是一次对朱苓

君成为一名陪伴志愿者的记录。

这一次面对面采访朱苓君，

是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助人自

助”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现

场，朱苓君准备了两张感恩贺

卡，一张送给导师赵芳，一张送

给学院研工组长夏学花老师。

和老师们拥抱的时候，她们的眼

中都闪烁着泪花。

朱苓君和赵芳相处了两年，

但对彼此来说，生命都变得很不

同了。“赵老师的鼓励非常激励

我，我一直觉得，老师对我的信

任比我自己对自己的信任还要

强很多。”专业硕士学制短，课业

重，还有实习任务，让朱苓君一

度提出“想延毕”，是赵老师的鼓

励，让她再没有萌生这个学习路

上“喘喘气”的念头。

对赵芳而言，在研究生面试

的时候，就被朱苓君对知识的渴

望深深感染。赵芳说，自己的专

业理想就是扶困济弱，这不应是

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之。在培

养过程中，她时刻感觉着眼前这

名盲人姑娘的自强不息、勤奋好

学，还有所具有的美好和生命的

潜能。

山水一程，这份爱与相信永

恒。朱苓君要去成为照亮更多

人的那盏“明灯”了，让他们的生

命也同样成为光。

朱苓君学在上海，一直也心
系着家乡发展。

小时候，朱苓君的家乡没有
盲校。2023年8月，无锡市盲聋
学校启动建设，这是无锡补齐视
障类残疾人公共教育服务短板
的重要举措，将为更多有特殊需
要的孩子在“家门口”接受高质
量特殊教育、练就高水平职业技
能。同年年底，无锡教育系统面
向海内外引进优秀青年人才79
名，其中包含盲校教师。消息传
到朱苓君耳中，她欣喜万分：“在
这个岗位上，我相信自己能充分
发挥优势，回报家乡。”

“无锡是一座有温度的城
市，给了我参加教师招录的机
会，并为我们提供了盲文试卷。”
亲身感受到无锡市政府和市教
育局对残疾学生的关怀，顺利入
职的朱苓君期待，定能尽自己所
能把所学传授给视障儿童。

“我为能回到家乡投身特教
事业，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价值，
感到无比幸运，更觉得使命在

肩。”朱苓君说。
大学没有盲文教材，相比于

其他同学们一目十行快速浏览
信息抓重点，朱苓君只能靠听读
屏软件，朗读电子书来学习。仅
学习时间就要付出更多。也因
此，她深知，提升盲童使用读屏
软件的技能就非常重要。

“我希望能从事信息技术教
学的工作，一方面将读屏软件的
使用技巧传授给盲童；另一方面
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提升信息无
障碍环境建设，让更多的电子书
和网站支持读屏软件的识别，让
盲童能够平等、及时地获得更多
种类和数量的电子书，助力他们
的学习和生活。”

从黑暗中追逐“光”，到成为
照亮更多人的那盏“明灯”，25岁
的朱苓君说，回首19年的艰辛求
学路，每一步都是值得的，她希
望自己成为残健融合的倡导者
和实践者，为更多残障人士融入
主流社会、得到平等和接纳而努
力，而这份工作就是一个起点。

“学校、家人及社会各界的
支持，帮助了我成长，让我学会
了独立自助，并能帮助有需要的
人，实现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
的循环。”朱苓君说。

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学的
核心理念，是朱苓君在华东师大、
复旦感受到的人文之光，也是她
近年成长的写照。“‘助人自助’其
实是帮助别人让他们实现自助，
就像授人以渔。”从本科到硕士研
究生，朱苓君一直学的是社会工
作专业，是因为她对社会工作专
业的热爱和有着回馈社会、赋能
残障群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她看来，社会工作专业本
就是一门助人的专业，其中的尊
重、接纳、包容、平等等理念，优
势视角、社会支持、增权赋能等
理论，都能更好促进社会受困群
体的成长和能力的提升。她希
望自己能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努

力成为残障人群权益的倡导者，
让残障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成为残健融
合的桥梁。

作为一名视力障碍者，朱苓
君深知残障人群面临的就医困
难，因此，研究生期间，她去医院
做社工，积极为残障群体发声。
热衷于投身志愿服务工作的她，
用音乐帮助住院的孩子们减轻
痛苦，也用耐心陪伴为深陷负面
情绪的精神疾病患儿开展家庭
治疗。

在医院实习、做社工的这段
经历，更是直接为她的毕业论文
带去最独特的视角和一手材料，
最终定稿《残障者就业服务困
境、需求及对策研究——基于残
障友好医院的视角》。

朱苓君说，赵芳老师一直跟
她强调，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
尊严与价值。一开始，很多事情

超出朱苓君能力范畴的时候，她
都特别不好意思开口求助，觉得
是不是给别人增添了很多麻
烦。赵芳老师不断鼓励她，为残
障人士提供必要的帮助也是社
会的责任，因此不需要背上心理
包袱。这给朱苓君建立起了许
多自信。

也正是在医院的第一线蹲
点，她特别期待未来的医院对残
障人士更包容、友好，让单独就
医的残障人士也能顺利通达。

“现在的高铁，我们购票时可以
申请‘重点旅客’，对于上下站，
列车站点、列车上都会提供便捷
服务，未来，我们的医院是不是
从残障人士到达医院开始，也能
有一个对接的服务体系，帮助他
们通畅地完成就医，我们希望共
同努力改善。”朱苓君的论文中，
就有关于建立残障友好医院的
呼吁。

学业上一视同仁，生活中总有暖意

学会独立自助，更想帮助有需要的人

回到家乡，投身特教事业

这对师徒眼中的爱与相信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朱苓君。

朱苓君和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