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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兒晴晴一歲時被確診為極重度神經性耳聾，但是她

很幸運地得到了香港港安醫院兒童聽覺基金會的資助，在港接

受手術植入當時最為先進的人工耳蝸，並在香港聾人協會的

專業康復課程協助下，重獲『新聲』！」

在羅湖區東曉社區的晴晴言語康復服務中心，伍雪玲拿出了珍

藏20多年的老照片和一份份與香港社工就女兒康復情況的書信往來，心

潮澎湃。經過專業的康復訓練，晴晴得以在普通學校求學，與同齡孩子一

起健康成長，能歌善舞、成績優秀。女兒的經歷讓伍雪玲由此走上了聽障

兒童康復教育之路，創辦了晴晴言語康復服務中心。「伍媽媽」幫助超

2,000名特殊兒童走出成長困境，為他們的家庭帶來曙光

與希望。●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李薇 深圳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1999年10月，伍雪玲的女兒誕生，一家人沉浸在喜悅之中，給孩子起名「晴晴」，希望
她一生被陽光照耀。然而，遲遲未能等來女兒牙牙學
語，陰霾開始籠罩這個家庭。一歲多，晴晴被確診為極
重度感音神經性耳聾。拿到檢查結果後，伍雪玲曾整整
三個月都以淚洗面，但一份不甘心喚醒了她，她背着孩
子到處求醫問藥，還辭去工作自學康復技能和方法。
在2001年7月，伍雪玲來到深圳市特殊需要兒童早
期干預中心報讀家長學校。不久後，喜訊傳來，中心對
接到了香港港安醫院慈善基金兒童聽覺基金，準備資助
內地兒童赴港接受人工耳蝸植入手術，晴晴成為其中一
個幸運兒。「當時內地是第二代人工耳蝸，而香港已經
可以做到最先進的第四代。」伍雪玲回憶。

受資助赴港植人工耳蝸
「2001年12月8日，晴晴在香港做了手術。」伍雪
玲對於這段赴港的經歷記憶深刻，感受到多方社會力量
帶來的溫暖支持。術前一個星期，需要提前到港接受檢
查，術後觀察等候拆線，前後在港半個月，當時的酒店
費用對於這個家庭來說亦是較大負擔。在愛心人士的幫
助下，一家人入住了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
晴晴接受手術後，伍雪玲又報讀了香港聾人福利促
進會開辦的約翰賽斯中心聽覺受損兒童家長函授課程。
在辦公室裏，她小心地翻開文件夾，指着一大疊略已泛
黃的文件和書信，「這是專門適用於聾兒的家庭康復訓
練的課程，還有我的家庭作業，記錄着晴晴接受訓練後
的反應，以及香港社工的反饋，都是非常認真的手寫書
信。」
伍雪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2～5歲是孩子學習語

言的最佳年齡，如果聽障兒童錯過這個時間段，日後開
口說話的可能性將微乎其微。晴晴非常幸運在早期植入
了人工耳蝸，又接受了專業的康復訓練，「晴晴第一次
叫出『媽媽』時，我的眼淚就下來了。」
在伍雪玲耐心的指導下，晴晴的語言能力在五六歲
時，已經和正常孩子沒有區別，入讀了普通幼兒園，
得知晴晴的故事後，很多聽障兒童的家長慕名前來，
希望伍雪玲也能幫助他們的孩子開口說話。

從家庭託育園到專業康復機構
基於在深圳市特殊需要兒童早期干預中心的長期學
習和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的課程，伍雪玲整理了一套家
庭式康復訓練的模式，把家改造成了家庭式託育園，這
就是晴晴言語康復服務中心的雛形。起初，有四五個孩
子在她家裏做康復訓練，晴晴叫「媽媽」，他們就學着
也叫「媽媽」，伍雪玲也成了眾多孩子的「伍媽媽」。
在陸續帶了30多個孩子後，一個事件深深觸動了伍
雪玲，讓她下定決心創辦正規機構，幫助更多孩子。伍
雪玲對當時的畫面仍記憶猶新。她帶着晴晴參加深圳市
聾人協會的一場活動，在大巴車上，其他幾十個人都在
打手語交流，活潑開朗的晴晴走上去時好似黑白的畫面
中突然增添了明媚的彩色，「其實很多孩子是因為康復
資源匱乏，錯過語言關鍵期。我女兒何其幸運地從這個
邊緣的群體走出來，能夠過上正常生活。我在想，還有
很多跟我女兒一樣的孩子，如果在關鍵期的時候能夠得
到先進的康復技術以及康復方法，他們也可以恢復正常
生活。」
2004年，伍雪玲創辦了以女兒名字命名的言語康復

服務中心——晴晴言語康復服
務中心。運營初期，伍雪玲把自
己唯一的一套房子賣了，換了一
套符合要求的辦公場地。她身兼
康復師、行政人員、後勤人員、
財務人員、司機職務，連網站也
是她學着慢慢搭建起來的。
在她的不懈努力和多方支持幫

助下，康復中心的師資力量、硬件
設備和教學環境日臻完善，從一家
擴至三家，成為珠三角地區頗具規
模、較有影響力的專業聽障兒童言
語康復服務機構。截至目前，康復
中心共幫助2,000多名特殊兒童回歸
正常生活，讓更多聽障兒童有機會聽
清這個世界。

公益宣講惠及偏遠聽障兒童
晴晴言語康復中心的微信公眾號

上，中心的使命願景幾行字格外顯
眼：「用我們的身心托起每一位特殊兒
童的明天，讓他們享有生命的尊嚴，讓
天下特殊兒童融入主流社會。」
從事特殊兒童康復教育多年，伍雪玲

積累了不少心得，除了推動康復中心的
服務不斷升級，伍雪玲還嘗試着在抖
音、視頻號上做公益宣講和直播，幫助更
多聽障兒童的家庭走出無聲世界，特別是
農村地區的家庭，「很多家庭在遇到自己
的小孩是聽障兒童時，首先心理上會接受
不了，甚至會崩潰，所以我們想為聽障兒
童的家庭做關於心理建設方面的科普教
育，鼓勵家長用積極的心態面對。同時為他
們普及理論知識，比如涉及聽障兒童補貼的
法律法規、聽力學知識、言語康復技巧。」

建言獻策保障特殊群體權益
2015年，伍雪玲還當選為深圳市第六屆人

大代表，她深入殘障群體跟蹤研究，積極
建言獻策，推動政府修訂法律法規，完
善殘障群體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福利待
遇等方面的政策。
據介紹，目前，深圳市殘聯對殘障兒童的康復費用

補助提高至每人每年4萬元—5萬元人民幣；人工耳蝸
植入產品和手術費每人提高至15萬元補貼；耳蝸配件
升級可一次性補助7萬元；每人每年可申請5,000元以
內的耳蝸配件費補貼。
在伍雪玲心中，有一

個願望——不僅是幫助
越來越多的孩子，還希
望已經康復的聽障孩子
健康成長，憑借自身的
不懈努力過上美好生
活，更希望這些孩子長
大後能幫助社會上更多
需要幫助的人，將這份
愛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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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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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中心，25 歲的康
復師黃宇正耐心帶領孩子

們進行感統訓練。這位曾
在伍雪玲這裏接受聽力康復
治療的少年，如今接過愛心
接力棒，為特殊兒童們點
亮希望之燈。
黃宇與康復的緣分始於童

年。7歲時被確診聽力障礙後，他
的父母輾轉找到了伍雪玲，希望孩子

能得到康復訓練。「我和鄭揚是最早在
伍老師家接受康復訓練的孩子，伍老師
就像媽媽一樣，每天陪我們練發音、做
聽說遊戲。」回憶往昔，黃宇眼中泛起柔
光。

望為每一個孩子帶來希望
2016年因學業壓力等因素，黃宇聽力嚴

重下降，「當時我戴助聽器已經聽不到聲
音了，這讓我迷茫且無助。」得知黃宇的情
況，伍雪玲給他打去鼓勵的電話，並建議他
植入人工耳蝸。「伍老師用她的經驗鼓勵
我，讓我有堅持下去的動力。在我21歲時，
終於也用上了人工耳蝸。」在黃宇看來，伍
雪玲不僅教導他開口說話，更教會他如何直
面人生風雨。

因為這次「回爐學習」，黃宇對特殊兒童康
復有了不一樣的認識。畢業後，更是果斷決定
投身特殊兒童康復這個行業。「我想用親身經
歷告訴大家，聽力障礙不是人生的句號。」

在康復中心，黃宇邊學邊幹，將個人經歷融
入教學當中：與家長們耐心對話、對孩子們施
以無微不至的耐心
和 關 懷 。 業 餘 時
間，黃宇也積極讀
書、考取孤獨症康
復崗位相關證書，冀
能早日獨立為孩子們
授課。「我希望為每
一個來到康復中心的
孩子帶來希望，以及
更好的康復效果。」
黃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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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8日，晴晴在香港接受人
工耳蝸植入手術。

特稿

儘管外表看起來，盧瑾晴（「晴
晴」）與普通人並無差別，說話也很
流暢，但作為聽障人士，她坦言成長
過程中也曾受到不公平對待。小學
時，有班主任拒絕接納她，希望她去
特殊學校上課。有同學會孤立排斥
她，有些調皮的男生會惡作劇拿走她
的助聽器。

以自身為例 籲各界給予更多包容
大學畢業後，盧瑾晴滿懷期待地踏
入職場，卻在面試環節屢屢碰壁。當
面試官看到她的簡歷上寫着有聽障問
題時，臉上往往會露出猶豫和拒絕的
神情。而這些看似不經意的行為背
後，實則是大眾對聽障人士的偏見甚
至歧視，它們像一把把利刃，給盧瑾
晴造成了不小的心理打擊。

一次，康復中心舉辦公益活動，伍
雪玲請女兒幫手主持，以聽障兒童正
面榜樣的身份，為在場的聽障兒童家
長傳遞正能量。
「那場活動結束後，好多家長跑來
和我說謝謝，說我恢復得那麼好，讓
他們看到了自家孩子康復的曙光。」
那一刻，盧瑾晴的心被深深觸動了。
尤其當她看到一些聽障孩子說話的樣
子遠不如自己標準，心中不禁泛起一
陣難過。母親看出了她的心思，溫柔
而堅定地安慰她：「正因為還有這麼
多聽障兒童需要幫助，你才更應該多
參加這樣的活動，用你的經歷給他們
帶去信心。」母親的這番話讓盧瑾晴
意識到，為他人帶來希望也是她所能
實現的人生價值之一。於是，她決定
留在康復中心，成為這裏的宣傳幹
事，同時也是活動主持人、中心代言
人。
「聽障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面臨諸多
不便，但他們渴望進入普通學校接受
義務教育，僅僅希望得到平等對
待。」盧瑾晴認為，聽力障礙並非
「特殊問題」。她呼籲，社會各界能
接納聽障兒童，給予他們更多的包
容，讓他們也能在普通學校中茁壯成
長，實現夢想。

求學求職屢受挫
社會仍存偏見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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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雪玲投身言語康復訓
練事業，多年來幫助兩千
多名特殊兒童回歸正常

生活。

●晴晴（左）和媽媽
伍雪玲。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 攝

●早年伍雪玲
在家中給學生
進 行 康 復 訓
練。

「我從前只希望孩子能聽到就好了，
都不敢想他能跟我簡單的交流，她給了
我第二次希望。」兒子在晴晴言語康復
中心接受訓練的張媽媽對伍雪玲滿含感
激。此前聽到晴晴康復成功的故事，令
整個家庭有了信心，看到中心的老師以
專業的方式和技巧引導孩子，效果明
顯，現在孩子不僅能叫「媽媽」，還能

清晰地表達出「伍媽媽在教說話」這樣
的句子，張媽媽感慨萬千，「在孩子的
心 中， 最 喜 歡 的 老 師 就 是『 伍 媽
媽』」。
孩子患有自閉症和言語障礙的蔡媽
媽，看到孩子在晴晴言語康復中心數月
後能開口喊出「媽媽」，驚喜無以言
表，在她看來，伍雪玲除了給孩子提供

專業的康復技巧，還給整個家庭提供了
很重要的精神支撐。「像我們這樣的家
庭，很多心態都會面臨崩潰。但是看到
她的拚搏，不甘心被現實打敗，我就在
想，她能堅持讓自己的孩子正常上大
學，而她的孩子能夠正常主持節目，語
言表達那麼好，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當
有這樣的人，一直在前面引領我們，讓
我們覺得只要堅持下去，就會有希
望！」

「她給了我第二次希望」

●晴晴（左）一路陽光成長。圖為
她在南山晴晴言語康復中心的活動
上表演。

●黃宇帶孩
子正在進行訓
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