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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探访孤独症儿童群体，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

文/片 本报记者 徐艳

有人说他们是星星的
孩子，虽然一样天真烂漫，
但他们却生活在自己勾画
的世界里，不愿与人交流，
也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去普通学校上学、嬉戏。他
们是自闭症患者——— 一群
孤独的孩子。

9月7日，记者来到位于
枣庄路上的一家孤独症康
复中心，了解他们的真实生
活。

家长怕别人问起

为啥孩子还没上学

9月7日上午10点，记者来
到枣庄路一家康复中心时，8

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正在教
室内进行康复训练。房间不
大，墙壁上喷涂着五颜六色的
各式俏皮的人物，让人一看就
猜到这是孩子们的课堂。

康复中心的老师告诉记
者，这堂课叫音乐律动课，家
长辅助着孩子，一起跟着老师
和音乐的节奏，边唱边模仿着
做动作，以培养孩子的模仿能
力。

上课的孩子们多在3到6

岁之间，活泼可爱的小模样乍
看上去和其他的孩子并没有
什么不同。但仔细观察，就会
发现这些孩子咿呀说话，吐字
不清，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在说
些什么。他们的动作也较常人
有些迟缓。

很多家长表示不希望别

人知道孩子患有自闭症。“我
家孩子都8岁了，每次有人问
我为什么不送孩子去上学，我
内心就会涌上一股莫名的伤
痛。”一位自闭症孩子的母亲
这样告诉记者。

学一个简单词语

需几个月甚至一年

强强是一名5岁的男孩，
胖嘟嘟的脸让人看着忍不住
想捏一把，十分惹人喜爱。“强
强快叫阿姨。”强强的妈妈说。

“阿--姨。”强强慢吞吞地吐出
了这两个字。康复中心的老师
介绍，这些简单的称呼，对于
常人来说，能张口即来，但对
于自闭症儿童来说，这可能需
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学会。

“以前我说话他根本听不懂，
也没有任何反应，但现在简单
的 指 令 他 基 本 上 都 能 明 白
了。”刚陪强强上完30分钟音
乐律动课的强强妈妈，累得满
头大汗，但看到孩子现在康复

得越来越好，她的脸上一直洋
溢着欣慰的笑容。

康复中心的老师告诉记
者，抗拒亲密接触是自闭症儿
童的普遍特征，因此自闭症也
称孤独症，至今病因尚不明
确。

这名老师还介绍，自闭症
儿童不聋，却很容易对旁人的
话充耳不闻；不盲，却很容易对
身边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这
些孩子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尽管很残酷，但康复中心的老
师们还是常常忠告家长，自闭
症是终身的，没有药物可以根
治，主要干预途径是康复和教
育。因此，家长必须学会接受现
实，陪伴孩子一路走下去。

为能专心照顾孩子

有的家长毅然辞职

有的家长为了能专心照
顾孩子，辞掉原本优越的工作
成了全职妈妈。曾在日照某事
业单位工作的厉女士就是其

中一位。
今年32岁的厉女士在儿

子被确诊为自闭症后，生活就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幼
儿园的老师告诉我孩子不愿
意与人交流，经常单独待在角
落里，怀疑孩子可能有自闭
症。到青岛的医院检查确诊
后，我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厉
女士毅然辞掉了工作。“对于
自闭症孩子来说，他们的思想
你永远也摸不透，因为他们对
任何东西都没有识别和判断
能力，所以需要家长时刻注
意，防止孩子磕着碰着。”厉女
士说，“别说像其他妈妈那样
出门打扮一番了，有时我们连
洗脸的时间都没有。”

但对于这些厉女士却从
未埋怨过，她告诉记者，虽然
她知道儿子永远不可能像正
常的孩子一样学习、生活、工
作，但她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
年每天都能看到孩子的进步，
最起码以后能自理。

家长们带着孩子，跟随老师进行康复训练。

牟女士的儿子军军 (化
名 )今年 5岁，是一名轻度自
闭症的儿童，症状主要表现
为多动、自控力差。

“孩子 3岁半时，我们发
现他不愿跟人交流，兴奋时
经常大叫、乱跳。经过医生诊
断，确诊为轻度的自闭症。”
牟女士说，“将孩子送到康复
中心治疗了一年后，孩子现
在虽然还是多动，但已经不
大叫了，康复中心的老师建

议让孩子去正常的幼儿园每
天上半天课，这样康复得更
快些。”

于是，今年 3月份，牟女
士开始联系孩子入学。“大的
幼儿园我去都不敢去，我专
门找那种刚开园、生源少的
小幼儿园。”牟女士说，“我只
是跟各幼儿园说孩子有点多
动、自控能力差，根本都没说
有自闭症，可跑了 1 0余家幼
儿 园 ，一 家 愿 意 接 收 的 没

有。”
牟女士介绍，军军虽然

多动，但他的记忆力却超常，
特别是对汉字、数字、音乐的
接受能力，连牟女士都感觉
到惊讶。“汉字教一遍就会写
念，一首歌学一遍就会唱。”

随着在康复中心的时间
越来越长，军军的模仿能力也
越来越强，因为在康复中心接
触的都是些有同样问题的孩
子，所以看见有的孩子打人，

军军也会学着打人。牟女士更
迫切希望孩子能跟着一些正
常的孩子一起学习。

“听别人说在高新区有
一家幼儿园每个班接收1到2

个自闭症学生，但是费用昂
贵，每个月在5000元，我们这
种工薪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牟女士说，“真心希望能有幼
儿园、小学愿意接收自闭症
孩子，给他们一个接受好的
教育的机会。”

1166岁岁以以下下贫贫困困肢肢残残儿儿童童免免费费手手术术
市人民医院每年20个名额，请向当地残联申请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彭
彦伟) 11日，记者从日照市人
民医院小儿外科获悉，作为日
照市贫困肢残儿童矫治手术
的定点医院，该院每年有20个
为贫困肢体残疾儿童免费做
手术的名额。符合条件的儿
童，可以到当地残联申请资助
并到市人民医院治疗。目前，
日照市人民医院已为16名符
合条件的贫困肢残儿童进行
了矫治手术。

日照市人民医院小儿外
科主任卜照耘介绍，贫困肢残

儿童矫治手术救助对象为符
合条件的城乡有康复需求的
贫困肢体残疾儿童，其中优先
资助城乡低保家庭的肢体残
疾儿童。矫治手术主要针对
16岁以下肢体残疾儿童常见
的、严重影响儿童正常生活和
活动、术后效果明显的手术。

有日照市户口 (包括五
莲、莒县、东港区、日照经济
开发区、国际海洋城、山海天
旅游度假区 )的残肢贫困儿
童可以先到市人民医院进行
病情筛查，如果符合手术条

件，就可回当地残联组织办
理手续，只要同时有残疾儿
童家庭证明和当地残联的证
明，就能获得资助到市人民
医院接受免费手术治疗。另
外，也可以先到当地残联申
请，再由残联统一组织到市
人民医院进行筛查。

卜照耘介绍，肢体残疾的
孩子多数来自贫困家庭，这主
要因为贫困家庭健康知识缺
乏、当地医疗水平低。“不少孩
子出生时因早产缺氧，导致脑
瘫并伴有关节畸形，还有的孩

子患有先天性马蹄足，走路足
部外翻，给孩子身体和心理都
造成了很大影响。”据了解，之
前由于日照市没有手术定点
医院，如果需要做手术需要去
临沂、青岛等地。2012年下半
年，日照市人民医院被相关部
门认定日照市贫困肢残儿童
矫治手术治疗定点医院。

从2012年10月份开始，日
照市人民医院已成功实施了
16项救治手术，并取得不错的
效果，“有些做完手术后几乎
和正常人一样。”卜照耘说。

本报9月1 1日讯 (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刘晓霞 ) 8月 2 6日早

上，一名患有自闭症的男孩在锦绣
路上的车辆之间穿梭，非常危险。
秦楼街道星海花园社区的工作人
员秦晓丽在听到外面急促的喇叭
声后，急忙到路上查看。见男孩被
困住，他急忙将男孩抱到路边并报
警。最终在警方及星海花园物业的
帮助下，男孩找到家人。

8月26日早上7点多，秦楼街道
星海花园社区工作人员秦晓丽在
打扫卫生时，忽然听到外面传来急
促的汽车喇叭声，她走到门外一
看，马路上已经停了五六辆汽车，
一个三四岁左右的小男孩在车空
之间穿梭，非常危险。

秦晓丽赶忙过去将孩子抱到
路边，她询问男孩一些问题，但他
都没有回答。秦晓丽向周围做生意
和晨练的人打听，都说不认识这名
男孩。秦晓丽于是拨打了1 1 0报警
电话。

秦楼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报
警后，迅速处警，在锦绣路找到了
秦晓丽和男孩。了解情况后，民警
随即向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解，最后
根据现场情况判断，男孩应该是住
在附近，而且刚住了时间不久，和
周围的居民还不熟悉。

民警一方面安排车辆将秦晓
丽和男孩送到派出所，还为孩子购
买了零食，一方面通知周边小区物
业工作人员和保安，打听男孩的住
址。终于在8点30分左右，男孩的舅
舅闻讯赶到了派出所。

经了解，男孩名叫巧巧，今年4

岁，患有自闭症。巧巧的爸爸妈妈
因工作原因，将巧巧放在家住星海
花园小区的姥姥家。那天早上，巧
巧趁着姥姥浇花，自己开门跑了出
去。巧巧姥姥发现孩子不见后，全
家人焦急地四处寻找。巧巧的舅舅
到物业打听时，恰好物业接到了派
出所帮忙寻找小男孩家人的通知，
巧巧的舅舅于是赶紧赶到了派出
所。

巧巧一见到舅舅，紧搂着舅舅
脖子，不肯松手，连喜欢的零食也
不要了。民警询问了一些孩子的情
况，确认其的确是巧巧的亲属后，
让他带巧巧回了家。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自闭症儿
童。通过这次接触，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这些自闭症儿童的妈妈们。
她们内心的挣扎，让人难过。她们的
内心不停燃起的希望，让人敬佩。

在给孩子做康复时，她们不厌
其烦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个字、一
个动作，直到孩子学会。她们说羡
慕别的妈妈，能幸福地带着自己的
孩子出去逛街、吃饭，而她们带着
孩子出去，却只能默默忍受因孩子
的异常行为而引来的指责和白眼。
但这些委屈她们只是憋在心里，在
跟孩子交流时，她们依旧带着最美
的笑容。

为了孩子，有的家长不得不辞
去工作，专职在家照顾孩子；有的
为了能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康复
空间，跑十余家幼儿园申请入学，
却吃了闭门羹。她们要求的不多，
仅仅是少一点有色眼光，多一点包
容的空间。

愿大家多关注自闭症群体，给
他们一个更加宽容的空间。

（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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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自闭症男孩

警方帮助找到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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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自闭症患者

给他们包容的空间

跑跑十十余余家家幼幼儿儿园园，，都都不不收收自自闭闭症症儿儿童童
想让孩子康复更好些，一位母亲遭遇这样的尴尬

本报记者 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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