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残疾儿童，要加大救助力度
滨州金钥匙儿童康复中心的孙铭香认为，患孤独症、脑瘫、智残儿童亟待救助
记者 张凯

今日滨州 C032012年2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燕晓光 组版：崔承娟

重新闻

アアア

“一个孩子一个
月的康复费在1500元
左右，大多数残疾孩
子的家庭状况非常一
般”，滨州金钥匙儿童
康复中心的孙铭香
说，目前患有自闭、脑
瘫等症状的残疾儿童
数量越来越多，她建
议政府进一步加大教
育康复机构设置和对
患儿家庭的救助力
度。

滨北街道办事处张佐村“活雷锋”张文田

一辈子学雷锋，我觉得充实
文/片 记者 李运恒 通讯员 都广国

张文田，1 9 5 0 年出生在滨州市滨

北街道办事处张佐村，当过近五年的

海军，是一名老党员，也是一位地地道

道的农民。在周边村镇人们的眼里，他

一直是一个乐于助人、扬善惩恶的“傻

子”，可他总是说：“能使他人幸福，我

自己也是幸福的。”

问题>> 贫困残疾儿童家庭负担较重
从 2005年起，滨州金钥匙

儿 童 康 复 中 心 孙 铭 香 一 直 在
做孤独症、脑瘫和智障儿童的
康复工作。她告诉记者，大部
分患儿来自各个县区的农村，
家庭经济情况大都一般，各地
康复机构的康复费用又很高，
这直接导致了大部分孤独症、
脑瘫、智残儿童不能坚持长期
康复，以至于半途而废。

孙铭香告诉记者，在对贫
困残疾儿童的救助中，医疗康
复已解决新农合报销问题，减
轻了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教育康复中像聋哑、盲童等儿
童 也 同 样 享 受 到 了 国 家 财 政
支持的特殊教育学校，“而唯
独像孤独症、脑瘫、智力残疾
等儿童的康复训练，既属于医
疗康复也属于教育康复范畴，

但 却 一 直 享 受 不 到 新 农 合 和
医保。”

“我想代表所有残疾儿童的
家长呼吁“两会”能对孤独症、脑
瘫和智障儿童的康复训练和解
决报销问题重视起来。”孙铭香
说，由于受资金和规模限制，目
前专业的康复教师非常少。一些
康复中心都是一周五天上班，但
对患儿来说，最好的是全天候康

复，但家庭承受不起这些费用，
康复机构也没有足够的师资和
待遇留住老师。

从 2005年起，孙铭香每年
都会接触近 30个患有孤独症、
脑瘫等的患儿，“这个数量每
年都在增多，而且主要是农村
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患儿的家
长 在 咨 询 后 因 为 经 济 问 题 没
法让孩子接受康复教育。”

建议>> 培养师资力量，加大救助力度

目 前 ，针 对 孤 独 症 、自
闭症等疾病的教育康复人才
非 常 少 。孙 铭 香 介 绍 ，现 在
除南京特殊教育学院开设相
关专业外，其他国内院校专
门 开 设 康 复 专 业 的 几 乎 没
有，“现在招老师非常难，待
遇 也 很 难 保 障 。”孙 铭 香 建
议，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康复

中心的扶持力度，多培训专
业师资，加大对机构的政策
倾 斜 ，“ 现 在 我 们 没 有 行 业
协 会 ，没 有 专 门 的 系 统 ，感
觉很孤单。”

目前，政府对贫困残疾
儿童的资金救助为每人每月
2 0 0 元，“但对于生活在农村
贫困家庭的患儿说，只是杯

水车薪。”孙铭香说，
孙铭香建议，政府应该

完善康复服务网络，健全保
障机制，加大对贫困残疾儿
童 家 庭 的 帮 扶 ，“ 我 接 触 的
一些患儿，到七八岁了才来
康复，究其原因是家长对此
不重视，再一个就是家庭经
济限制。”

一年一度的滨州市“两会”将
在2月底开幕。您最关心什么,您对
滨州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意
见?即日起 ,本报面向市民征集民
间建言。市民可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3211123,18654399010或者发送邮
件至qlwbbz@126 .com,加入QQ群
203891164将您的建议发送给本
报。本报将择优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建言带到两会。

起早贪黑挖水井，缓解村民吃水难
1 9 6 9 年，张文田应征入

伍在青岛当了海军，谈起当
年当兵期间做过的好人好事
以及获得的荣誉，张文田分
外自豪，但是更让张文田津

津乐道的是他为村里挖井的
事情。

1 9 7 3 年，张文田退伍回
到家乡后，正值大旱，当时也
没有自来水，村民吃不上水，

连 附 近 河 沟 里 的 水 也 枯 竭
了。张文田看不得村民们受
苦，起早贪黑一个人连续挖
了六口井，缓解了一大部分
村民吃水难的问题。妻子王

云 华 十 分 不 理 解 ，埋 怨 道 ：
“自家的农活还干不完，还去
为别人挖井。”张文田不做多
解释，就是觉得能为别人做
点好事，心里就高兴。

学会针灸助村民，雨后先平便民路
现在，张文田在家务农，是

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年
龄大了，乐于助人的习惯却一
直没有停止。前几年，张文田自
学针灸，经常无偿为村民看病。

村边有几条泥路不好走，
特别是下雨天过后，道路泥泞
不堪，坑洼不平。为了方便附近
村民过往，每次雨过天晴，张文
田都会带上铁锹去铲平路面。

妻子王云华总不理解，却每次
也挡不住张文田，“这路，咱不
是也要走嘛，整平了路，大家都
方便。”张文田这样向妻子解
释。

一位来串门的邻居连声夸
赞张文田：他这些年为村里做
了不少好事，爱管闲事是出了
名的，邻里之间遇到点难事也
总喜欢找他解决。

维持事故现场秩序，救人没有顾忌

1 9 9 5 年，一辆大卡车侧
翻在张佑村旁的 205国道，车
上 是 从 俄 罗 斯 进 口 来 的 货
物，价值不菲。有路人贪小便
宜，过来拣事故卡车上散落
下来的货物。张文田闻讯，便
与几名村民一起自发地维持
事故现场的秩序，为卡车司

机挽回了不少的经济损失。
与此同时，张文田还脱下棉
袄给那个受凉的司机穿上，
并沏好茶水为他们送去。至
今，这件事还被当地村民广
为传颂。

2 0 1 0 年的春天，张文田
跟妻子王云华在村头地里忙

活农活，一位 5 0 多岁的路人
骑电动车从田地旁边的马路
上前行，一辆快速行驶的机
动三轮车将他撞倒在地，机
动三轮车的司机见势不妙，
开车逃逸。张文田顾不得别
的，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救人。
而此时，王云华却吓得不敢

动弹：“当时真是吓死我了，
整天在电视上看到救人反被
诬赖为肇事者的新闻，真担
心张文田被人赖上。”后来，
被撞的老人休息了一会儿终
于站了起来，身体并无大恙，
连 声 对 张 文 田 说 他 是 个 好
人。

做好事充实生活，一辈子要学雷锋
“张文田是改不了了，就是

喜欢做好事，就是喜欢行善，在
一起过了大半辈子我也习惯
了，现在两个孩子也经常帮助

别人。”王云华说。
虽然家中并不富裕，张文

田却一直坚持帮助别人。如今，
村边的路不知道被张文田平整

过多少次，也不知有多少人接
受过张文田的帮助，他自己也
说不清楚了。张文田告诉记者：

“我文化程度低，都是靠自学，

现在还坚持写日记、写文章。我
不懂很多大道理，但会一辈子
学雷锋，我觉得这样挺充实
的。”

“活雷锋”张文田，家中并不富裕，
却一直坚持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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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天，都想出去玩

校内商店、餐厅遇冷

校外商场、餐馆爆满

本报 2月 19日讯 (记者 张雪丽 )
1 9日，滨州学院学生报到。报到第

一天，学校内的商店、餐厅遭到了学
生们的“冷遇”；与之相反，学校外的
小吃摊、餐馆和商场爆满，聚餐和逛
街成了刚开学大学生的首选。

1 9 日上午，记者在滨州学院院
内看到，不少小商店正在忙着备货，
但前来购买东西的学生却是寥寥无
几。与假期前排队付账的情况相比，
显得比较冷清。在学院鞋店门口，两
位销售人员正在门口聊天，店内没
有购物的学生。文都考研书店的老
板告诉记者，开学报到第一天，很多
同学都出去玩，明、后天或许就会好
多了吧。

在学校餐厅内，只有一二十名
学生在吃饭，大部分桌椅都空闲着。
而与校内餐厅相反的是，学院外的
小吃摊与餐馆爆满，大部分都是结
伴聚餐。

随后，记者在学院外站牌看到，
有二三十名学生正在等车。“我们宿
舍四个人想一起去渤海国际那边去
逛街，买点东西。”一名初等教育学
院的女生说。另一名大一的女生也
说，假期在家待得有些闷了，“虽然
只是想买一些基本的洗刷用品，学
校超市也都有，但就是想逛逛了。”

2月19日，滨州学院正式开学，刚刚
回到学校的学生们纷纷晒起放了一个
寒假的被子。学生公寓楼附近的小树、
冬青以及周边的栏杆、门前的空地都成
了学生晒被的主要场地，成为开学之初
校园一大景色。

记者 张牟幸子 摄影报道

开学晒被子

格关注大学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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