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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国庆长假，宝山区特教指导中心副主任

朱剑平是在云南的曲靖市罗平县特殊教育学
校的 34个孩子一起度过的。这也是这个西南

小城迎来的第一位来自上海的专业特教老
师。9月上旬抵滇之后，朱老师一边筹划着如

何让“上海经验”在当地落地生根，一边还记

挂着如何为宝山一所小学两个随班就读残障
孩子做好新学期的评估，协调专家资源为各

个接受特殊孩子的基层学校做好各项支持。
正是有了像朱剑平一样一大批特教老师

的付出，近年来，上海融合教育交出暖心答
卷———近 900所普通学校向残障学生敞开大

门；18个中职特教点回应残障儿童义务教育
后入学需求。

充满信心 允许反复
每周学一首古诗、背 3-4个英语单词、完

成适量算数练习，每周一次学科老师一对一

辅导，每周一次去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接受
个别训练⋯⋯这是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

学校 8年级女孩欣欣（化名）的订制学习单。

除此之外，对这个智力障碍的孩子，班主任陶
燕还有两句更重要的话反复叮嘱。一句是“你

好”，勇敢地和老师同学打招呼；一句是“对不

起”，当因为动作不协调影响到别人时，可以
减少误会。陶燕希望，经过普通学校 9年的随

班就读，欣欣不仅能掌握简单的文化知识，更
能用合适的态度待人接物，更好地在社会上

立足。虽然学业要求降低，但是整理书包、抄
记作业等小事，陶燕坚持让欣欣自己来，春秋

游，班上的孩子也会牵着她的手一起出行。

“最重要的是建立感情，把每个孩子都当

成宝。”中山学校校长马园根介绍，作为一所
对口区域内所有孩子实行“零拒绝”的公办学

校，该校曾连续多年开展随班就读残障学生
个别化教育与教学，老师们的秘诀是“充满信

心”“降低要求”“允许反复”。

开辟通道 融合教育
来自市教委的统计显示，截至 2018年，

全市共有近 900所普通学校为残障学生提供

融合教育，其中 800余所普通学校有残障儿
童随班就读，70余所普通学校开设了特教班。

全市专职特教教师近 400名，各类特教指导

中心巡回指导教师近 100人。为让残障儿童
就近上好学，市教委教研室牵头组织相关试

点区、试点学校积极开展随班就读教学有效

性研究、随班就读学校课程整体规划研究、国
家特教课程校本化实施等项目攻关，通过近 5

年的行动研究，逐步建立起普特融合的教研
制度。如今，和中山学校一样，绝大多数学校

为残障学生能更好地融入普通学校制订了个
别化教育计划，学科教师、资源教师、心理老

师分别从学科辅导、功能康复、心理健康等多

个角度为残障学生提供个别化教育服务。

完成 9年义务教育的孩子才十五六岁，

如何让尚未成年的他们获得更多成长养料？
2018年市教委修订了《上海市中职学籍管理

办法》，设立 18个中职特教点回应残障儿童
义务教育后入学需求，在市盲童学校中专班、

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的基础上，各区各设立 1

个区属特殊职业教育办学点。今年 5月，在百

年老字号“乔家栅”，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特

殊职业教育办学点的孩子们跟随点心师傅们
像模像样学做特色三丁烧麦。他们正是校企

合作的受益者。长宁特殊职业学校联合上海
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晨光彩虹公益专项基

金发起的“牵手艺术彩虹 献给未来地球”青
少年文具用品创意设计项目，使自闭症学生

的绘画作品变成了文具上的图饰。数据显示，
目前，本市特教中职学生共 511人，残障学生

高中阶段入学率已经超过六成，逐年稳步提
升。学校、企业、社会多方共同参与，为特殊孩

子进入社会创造更多通道。

注重差异 医教结合
残障儿童因个体差异显著，为了能给每

个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方案，2016年 9月，

全国第一所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在上海成

立。评估中心逐渐建立了一支“医教结合”的
评估专家队伍，明确了五类评估的流程、内

容、方法，包括特殊儿童入学（园）健康、安置
评估，上海市残障学生申请初中统一学业考

试合理便利评估，上海市残障学生申请特教
学业考及合理便利评估，上海市普通中职校

随班就读生转入特殊职业教育学校（班）评

估，上海市残障学生特殊需求评估等。2017年
至 2019 年，评估中心特教中考评估共 264

人，统一学业考合理便利评估 190人，新生入

园入学评估 1635人。 本报记者 陆梓华

900所普通学校向特殊孩子敞开
本市残障学生高中阶段入学率已超六成，逐年稳步提升

    “十年前，我住在安亭镇上，十年后，我搬

回向阳村里。”看到原本年久失修的自家老宅，
“摇身一变”成了白墙黛瓦的农家新屋，65岁

的沈林根欣喜不已。
地处上海国际汽车城和嘉定-昆山-太仓

区域“绿心”，向阳村是安亭镇唯一的纯农业
村，正打造都市版的“乡村新里”，将村民对美

好家园的期待化为现实。

一面乡情一面科技
6000多年前，一条古海岸线纵贯上海五

区，名曰“冈身”，位于嘉定安亭西北的向阳村，

正是海岸线延绵之地。
一条河、一丛林、一排屋、一片田⋯⋯“冈

身”西缘的特色肌理，在向阳村完好保留。以
展阳路为界，形成“东林西田”的自然格局，西

面是麦浪稻香的千亩良田，东面是上海最大的

银杏园，面积达 600亩，最长树龄超过 300年，
每到深秋满目金黄令人沉醉。

村落临河而居，房前田野耕地，屋后河道
水系，宅边绿树成荫，291户人家世代居住。去

年被列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以来，向阳村推
进农村风貌改善和人居环境整治，目前已“组

团”翻建了近 170户农宅。
智慧元素植入村庄，既有“面子”又有“里

子”。向阳村是全市首个千兆宽带+5G网络入

户村，一盏智能路灯，能提供Wi-Fi信号，既与
公安实时联网监控又搭载 LED通知屏；一个

健康手环，记录高龄老人健康档案与动态数
据，子女实时掌握；首个“乡村共同沟”，村域内

架空线路全部入地，还天际线一片澄清。

半边风景半边都市
早在 2017年，向阳村就探索建设田园综

合体“乡村新天地”，如今迎来升级版———“向

阳新里”，通过市场化运作策划、开发、建设，利
用存量厂房、银杏林等资源建设创客工厂、商

业中心等，打造特色民宿或休闲农庄。
村内一座烘干机房，在保留农事功能的基

础上，成为了米文化研学基地，开展亲子互动

体验等活动；咖啡吧、潮玩店、七朵云民宿等已
经入驻，传统与时尚在此交融碰撞；依托上海

国际汽车城的优势资源，探索“众创入乡”，吸
引返乡“农二代”和创客“新村民”。

同时，向阳村对全村产业重新定位：一产
发展都市农业，二产逐步减退，三产拓展休闲

农旅。未来，花桥天福湿地公园、嘉北郊野公
园、安亭向阳综合体将打通串联，形成“嘉昆

太”一体化的生态农旅线路。
向阳村党总支书记夏明介绍，目前“向阳

新里”项目一期已完成，二期规划民宿、餐饮、
花田、林海、农旅合一的鲜花集市，“相信在不

远的将来，向阳村将成为绿色的生态田园，宜
居的幸福家园和火热的创业乐园。”

首席记者 范洁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明天就是一年一
度的重阳节了，恰好与国庆节小长假重叠。记
者在申城市场看到，尽管如今的节令市场早

已成为各家研发争奇斗艳的阵地，但重阳糕
仍以传统口味为主，部分老字号则用微创新

给重阳糕“提质升级”。

重阳糕是重阳节期间老百姓喜食的传统
糕点。重阳节，拎上两盒重阳糕去看望家中的

长辈，是不少上海人家的传统。
这两天，沈大成、新雅、王家沙等中华老

字号的门口，买重阳糕的人们已经多了起来。
在一片传统品种中，新雅大师团队坚持“微创

新”，从传统技法上着手，打造了颇具“颜值”

的传统重阳糕点。一款乌米香蕉重阳糕是今
年的新品。用新鲜香蕉打成果泥，不添加香蕉

香精，再加上宜兴特产南烛叶制成的乌米。另
一款重阳糕则有三种色彩，用三种口味组成。

红曲米汁蒸制的红、吉士粉炮制的黄、抹茶粉
那股天然的绿，制造出天然无人工色素的三

种色彩。

重阳食花糕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
朝。重阳节吃重阳糕，象征着“步步高升”的

祝福之意，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憧憬。

嘉定向阳村建生态田园幸福家园创业乐园

乡村新里“向阳”生长

    国庆长假，浦东世纪汇广场老上海风情

街品欢相声会馆的海派相声受到众人欢
迎。这些相声节目聚焦垃圾分类和交通大

整治等生活细节，讲述新中国成立 70年来

的生活变迁。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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