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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入行———

一干就是２３年

４月２３日，记者来到淄博市特殊教育中心，
贾益芹正在办公室里备课。同事们都说，贾益芹
是个对工作充满无限热爱的老师。但是，谈起为
何从事特教行业，贾益芹却说，其实自己是“意
外入行”。

１９８９年，中考成绩全镇第一的她被调剂到
山东省昌乐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拿着崭新的特
师录取通知书，她却难过地哭了。那时的贾益芹
对特教一无所知，只是听别人说过，特师毕业要
教聋、盲等残疾儿童。

当时，贾益芹的初中班主任孙延福老师安
慰她：“你性格开朗，做事认真，特别有爱心，是
一个当老师的料儿。咱国家特殊教育起步晚，非
常需要你这样的优秀学生！”老师的话让她心里
亮堂了不少。带着几分迷茫、几分无奈，她踏进
了山东省昌乐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大门。

贾益芹是个不管做什么都特别认真的人，
通过与残疾儿童接触，她渐渐不再排斥特教行
业。毕业时，有的同学托关系去了普通学校或者
教育局，但倔强的贾益芹坚持认为“不干这行，
白学三年”，最终来到了当时的淄博市第二聋童
学校。

1992年，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贾益芹就被学
校委以重任，担任二年级12个学生的语文教师
兼班主任。刚刚升入二年级的学生年龄小，又全
部住校，学生的吃、喝、拉、撒、睡，她全包了，既
当老师，又当保姆。

“小根夜里尿床，要每天给他晾晒被褥；小
秋是个自尊心特强的学生，要小心呵护；小晖常
流鼻涕，每天要在她的桌上放一包卫生纸……”
当时的情景，贾益芹记忆犹新。那时，她住在学
生宿舍，吃在学生食堂，24小时跟学生在一起。
她渐渐喜欢上了这些不幸却依旧坚强的孩子，
逐渐理解了特殊教育的意义所在。

倾心交流———

无声胜有声

贾益芹有一句口头禅：“离学生近一些，离
真正的教育就近一些”。她喜欢跟学生们待在
一起，而他们的聊天工具就是手语。

她喜欢手语，也深知要做一名优秀的聋校
教师必须先过手语关，这是与聋童沟通的桥梁
和纽带。为了学好手语，贾益芹不知把《中国
手语》上、下册翻了多少遍；为了学以致用，
即使课间十分钟，她也和学生一起交流。

一晃２０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她早已能挥洒
自如地用手语与学生“对话”。中午在食堂吃
饭，通过手语她可以跟坐在餐厅最角落的学生
交流，修长灵活的十指打出手语，像跳舞一样
优雅。

贾益芹特别喜欢和学生在一起谈理想，谈
幸福，谈社会发展，谈就业、创业，谈学生未
来的生活——— 恋爱和婚姻……通过交流，她读
懂了学生这本“无字之书”，读懂了他们的内
心世界。也因为她娴熟的手语，学生更加喜欢
她，愿意与她交流，贾老师“手舞足蹈”的课
程也成了学生们最喜欢上的课。

为了培养聋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走进聋生
的心灵，从2000年开始，贾益芹创设了“作业
本心灵沟通法”：学期初，在每个学生作业本
的第一页写下对每个学生的希望和鼓励，每次
批改作业，认真地写出建议和评价，学期末又
给学生写一个总评。学生每次打开作业本，总
能看到老师的鼓励，每次发作业都会成为学生
们争相传阅的幸福时刻。

每年，贾益芹都被学生评为“最喜爱的老
师”。这也是众多荣誉当中，她最珍惜、最喜
爱的一个。2005年，她还被聘为淄博电视台首
席手语主持人。

贾益芹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我的手语——— 是空灵的舞蹈，是白描的画

面
充满着向往，为你美丽
充满着憧憬，为你精彩
如果你还懂得宁静

就请站在远远的地方默默地凝视
凝视聋孩子是怎样用无声的语言描绘世

界、解释世界
请用你宽阔与包容的心
去聆听聋人朋友是怎样用无声的歌唱出生

活的缤纷，唱出生命的旋律

潜心教研———

一批批学生自强而立

４月２３日一大早，贾益芹就接到一个电
话，原来是一名已毕业多年的学生即将结婚，
邀请她当婚礼主持人。听学生说着他现在的美
满生活，贾益芹也觉得幸福满满。

在贾益芹２３年的教育生涯中，收获最多的
是学生带来的满足和心底的神圣感。一批批学
生考入了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等学
府，圆了他们的大学梦；一批批学生凭借专业
技能，在企业用辛勤的汗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
幸福；一批批学生自强自立、自主创业，成了
老板……

贾益芹自豪地向记者介绍她的得意门生，
分享学生们的作文、摄影作品等。她说：“那些孩
子们太聪明，太有创意了。”她相信，只要加以引
导，残缺的生命也可以拥有完美的人生。

“哑巴说话，铁树开花”，一句俗语道出
了特教的艰辛。先教学生练气息、做舌操，然
后用小镜子、压舌板、气球、纸条等教具一点
一点地重新开启学生僵化的声带，就像教几个
月的婴儿开口喊爸爸、妈妈一样。当学生终于能
够清晰地喊出“妈妈”、“老师”时，孩子的家长总
是欣喜若狂，有的甚至喜极而泣。

多年来，贾益芹凭借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娴
熟的教学艺术获得了无数荣誉，然而，对待取得
的成绩，她淡淡一笑：“我只是特教群体中的沧
海一粟，微不足道，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特教
人，每个特教老师都很伟大。”

特教与普通教育不同，有着难以言喻的辛
苦，但特教也是一个积德行善的行业。贾益芹
说，“扎根特教，就是一辈子。我们早已把奉献爱
心当成常态，帮助聋哑生在无声世界也能描绘
出多彩美丽的人生。”

□ 本报记者 刘磊 马景阳
本报实习生 周洁

红线落实到地

2015年一季度(1-3月份)，全省“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天数平均为44 . 1天，同比增加了6 . 2天，
但淄博市“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仅为37天，
且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浓度高居全省17市榜首。
淄博市又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所以加快划定生态红线，设立生态功能保护区
势在必行。

记者了解到，“关于加快划定生态红线设立
生态功能保护区的议案”是杨光磊等11名人大
代表于2015年3月，在淄博市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议案主要内容为，建议
淄博市政府以全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
林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湿地公园、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库保护区、水土
流失重点修复区、生态公益林的具体边界为基
准划定生态红线。对生态功能保护区实行分级
管理，划分为一级管控区和二级管控区。

“此次淄博市划定生态红线将严格遵循重
要性、系统性、协调性、可操作性、动态性等‘五
项原则’。必须根据生态保护对象功能与类型分
别划定，通过叠加分析综合形成生态红线。”淄
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王顶

岐说，生态红线是淄博市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
必须以保护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环境敏
感、脆弱的区域为目的。

同时，生态功能红线划定应与主体功能区
规划、生态功能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区
划、规划以及已建的各类生态保护地边界相协
调，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当地监管能力相适
应，预留适当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容量空间，合理
确定生态红线的面积规模。同时生态红线必须
要落到实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边界。

“生态红线划定后并非永久不变，红线范畴
内面积，可随生态功能保护能力增强和国土空
间优化适当增加。”王顶岐介绍。

管控区分级量化管控

“划定生态红线，设立生态功能保护区，必
须以保护和恢复区域生态功能为前提和导向，
重点把握合理引导生态功能区内的产业发展。”
王顶岐说。

对于生态功能保护区内的一级管控区实行
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严禁开发建设活动。此外，
对于生态功能保护区内的二级管控区必须在保
护优先的前提下，科学合理选择发展方向，调整
区域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发展生态旅游、生态
林业、休闲农业等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的特色生态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低”等不符
合主导生态功能保护要求的产业发展，控制高

强度的生产经营活动，保护和恢复好区域生态
功能。

“根据水源涵养重点区、森林保护区、重要
湿地保护区、重要水库保护区、重要自然保护区
等不同类型的保护区域，采取有针对性、专业化
的保护措施，确保生态保护和恢复的效果。”王
顶岐介绍，确保今年内，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1 . 49%，绿地率达到36 . 25%，城市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15 . 5平方米，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达到
90%以上，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的比率达到2%
以上，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达到80%以
上。

此外，记者从淄博市环境保护局了解到，
“新建项目必须入园建设”或将很快成为必须遵
守的法规文件，根据计划，整改工作到5月底完
成。这意味着，项目未批先建，建设后再补办手
续的现象将成为历史。所有违规建设项目，必须
拆除、恢复原状，批准之后方可重新进行建设。

“不符合布局规划、不在工业园区的项目，
今后不准再进行改扩建。所有新建改建扩建项
目，必须到与园区规划功能相一致的园区去建
设。”淄博市环境保护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
此次清理整顿后，不符合布局规划、不在工业园
区的现有项目不得进行任何与环保有关的新改
扩建。

强化环境监管、监测能力

“划定生态红线后，要强化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
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加大生态环境监察力度，建
立生态功能保护区监管协调机制。将进一步完
善公安与环保、国土、水利、规划等部门的联动
执法机制，在生态环境执法领域形成工作合
力。”王顶岐说。

同时，还应提高对生态环境的监测预警能
力，进一步整合市国土、环保、农业、林业、水利等
行业的监测网络，建立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信息和
生态环境监测预警评估系统，实现信息共享。

“希望划定生态红线后，咱淄博的空气质量
能得到改善。蓝天白云天数多了，去沿海城市买
房的人也会越来越少。”市民王苏笑着对记者
说。

此外，淄博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还审议了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淄博
市大武地下水富集区保护管理条例(草案)》的议
案。《条例(草案)》中首次对中心城区主要水源
地——— 大武地下水富集区范围和保护标准作了
明确规定，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保用
水总量控制和调度令制度。

“打造生态淄博、秀美淄博，既是一项长期
的战略任务，也是一场突击战、攻坚战。”王顶岐
说，下一步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
积极推动议案、重点督办建议落实，积极督促、
协调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抓好议案办理，为推动
淄博市生态环境保护发挥应有作用，确保建议
落到实处，让代表和群众满意。

以保护和恢复区域生态功能为前提和导向，实行最严格管控措施———

淄博为生态保护划“红线”

无声世界的“育人天使”
———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特教老师贾益芹

“生态保护红线”一词由来已
久，其实质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
目的是建立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
度，从而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

4月29日，淄博市第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
于“加快划定生态红线、设立生态功
能保护区”议案 (第1 1号 )的审议意
见，要求必须以保护和恢复区域生态
功能为前提和导向，划定生态红线。
一级管控区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严禁开发建设活动，二级管控区必须
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严格限制“两
高一低”（高能耗、高污染、低水
平）等产业发展。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苏雪梅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发布《２０１４年知

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显示，２０１４
年，以促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为主线，以高标准
建设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为重点，该市深入实
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审
批登记、执法、运用、保护和管理服务能力等方
面均取得显著进步。

２０１４年，淄博市专利创造能力不断提升，申
请受理量快速增长。全年累计发明专利申请３８６４
件，同比增长２２.７％，授权６７７件，同比增长
８.１％，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２６７５件，ＰＣＴ国际
专利申请７８件，专利申请、授权及有效发明数量
均名列全省前茅。

知识产权保护取得新成效。在全市范围内组
织开展专利商品专项检查行动和维权“护航”专
项行动，市、区两级专利行政执法先后进行１０余
次跨区(县)联合执法行动，检查商场、药店和医
院１１０余家,检查商品２.８万余件，立案查处假冒专
利１７１起，调处专利侵权案件３５起，专利执法检
查达到立案及时、调查到位，及时制止侵权行
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对１１５个副省级和地市级
城市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的绩效考
核中，淄博市排名第９位。

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力度加大。去年，淄博
市各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密切配合,“质检
利剑”执法行动立案查处违法案件３５起，公安机
关破获各类侵权假冒类犯罪案件１１６起，全市法
院共受理各类一审知识产权案２６０余件，文化执
法先后开展“净网”、“清源”、“秋风”、“固边”四
大专项行动，共查办出版物领域“扫黄打非”案
件３８起，各项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知识产
权市场秩序的进一步好转。

２０１４年知识产权

保护状况白皮书发布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商佃明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记者从淄博市物价局获

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
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７４８号)和《山东省物价局关于降低上网
电价和销售电价的通知》(鲁价格一发〔２０１５〕
２５号)规定，自４月２０日起，对淄博市内燃煤发电
企业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等用电价格进行了统
一调整。

据悉，此次调整主要涉及燃煤发电企业上网
电价和非居民销售电价。调整后，淄博地区一般
工商业用电价格降低０.０１８６元 ,农业电价降低
０.０３２７元，同时降低中小化肥生产企业用电优
惠，取消电石、电解烧碱、合成氨、电炉黄磷电
价优惠。按照２０１４年该市燃煤机组共上网结算电
量１５０亿千瓦时来测算，调价后该市将减少电费
收入３亿余元；按２０１４年全市电网销售电量２０６亿
千瓦时来测算,扣除化肥取消电价优惠０.１元后，
此次销售电价调整将减少该市电费支出３.３亿
元，净减少电费支出３０００万元。

上网电价

销售电价调整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刘元忠 报道
本报淄博讯 ４月２７日,记者从全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上获悉，为强化监管责任和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直接责任监管，淄博市将于５
月份完成５９家蔬菜质量追溯平台建设，逐一配备
计算机、条码打印机等设备，实现产品可追溯管
理。年内，还将逐步在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
业、生产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建设范
围。

据悉，该市正积极探索建立农产品产地准出
和市场准入衔接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农产品产地
准出制度，实现产品可追溯管理，进一步落实农
产品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按照“龙头
+基地+标准化”等模式，巩固、扩大基地建设
规模，不断提高瓜菜果茶食用菌等农产品基地
化、组织化和标准化程度。

淄博市将建５９家

蔬菜质量追溯平台

阅读提示

导读

22版 区 域

周村：镇村联手

“编织”慈善网

23版 财 经

唐坊渔具转型

阵痛中寻突破

贾益芹，女， 1 9 7 2年出
生，中学高级教师，现任淄博
市特殊教育中心语文学科教
师，曾被评为“全国模范教
师”、“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
功标兵”、“山东省教学能
手”、“山东省优秀教师”
等。她撰写的《聋校教材改革
的几点建议》等十多篇论文，
分别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

今年４月，贾益芹获评“全
国先进工作者”。这位无声世
界的老师２３年来扎根特殊教
育，以她无私奉献的精神、饱
满的工作热情，为我们展示了
当代“特教人”的风采。

阅读提示

淄博市博山区
源泉镇一隅 (资料
片)。

贾益芹（右二）正在与学生交流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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