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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燕

儿子先天失聪

妈妈加入特教

下午两点，在济南瑞峰听觉
言语康复中心的亲子课上，快两
岁的然然正在跟着毛阿云做“听
听”，她戴着助听器，需要分辨出

“鼓”和“沙子”。毛阿云敲一下
鼓，然后做出夸张的表情和口
型，引导然然发声。

康复中心共有70多个孩子，
毛阿云带13个孩子，年龄从8个
月到3岁不等，然然是其中一个，
她左耳无听力，右耳听损程度也
很严重。由于年龄小，然然的精
力并不集中，在重复了数十遍发
音后，终于得到了模糊的回应。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
儿子“听不见”，毛阿云根本不会
从事特教老师的工作。之前她是
一名高级育婴师。2009年，毛阿
云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可是
3个月后孩子被确诊为感音神经
性耳聋。在痛苦迷茫中，她给残
联打了电话，询问如何让孩子能
像健康人一样生活。“当时工作

人员向我推荐了现在的康复中
心，中心负责人齐相国鼓励我，
只要让孩子坚持康复训练，就能
像普通孩子一样。”

后来，齐相国见她有高级育
婴师证书，建议她加入特教老师
的行业。“既能康复我自己的孩
子，也能康复别人的孩子。”

怕错过康复期

偷偷给孩子加课

2009年毛阿云在言语听觉
康复中心做了一名特教老师。

0-7岁是聋哑儿童的最佳康
复训练期，如果错过了这个时
期，效果就不明显了。“孩子的最
佳康复期就这短短几年，错过了
就补不回来了。家长把孩子托付
给我，是分沉甸甸的信任和托
付。”毛阿云说，要对得起自己的
良心。有时候她还会给孩子们偷
偷加上半小时的课，希望他们早
日脱离无声世界。

然然的妈妈刘女士坦言，
“一般人很难体会到带这种孩子
的辛苦，是又急又气又心疼。我
们不耐烦了还会打孩子几下，但
毛老师脸上总是笑容。”然然刚

来做康复训练的时候，经常一上
课就打滚、哭闹，而现在则是“一
天一个样”，能乖乖跟着老师做
发声训练。

课堂上，毛阿云需要长时间
蹲着、跪着和孩子们交流，还需要
室外跳动、奔跑，她的大腿要比普
通人更粗壮一些，这成了“职业
病”。因为孩子的注意力不容易集
中，她的口袋里还随时备着一些
小零食，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希望孩子们

能进普通学校

现在毛阿云的儿子5岁多
了，在一家普通幼儿园内上学，
能和正常孩子一样进行交流。

“他最喜欢看书了，现在能识
1000多个字了，伊索寓言也能自
己看了。”毛阿云眼里满是慈爱。

下午3点，上完亲子特教课，
然然挥舞着小手，嘴中含糊地发
出“拜拜”的声音，跟老师们告
别，毛阿云乐得合不拢嘴。

“我最幸福的事情是看着孩
子们能背着书包进入普通幼儿
园，而不是聋哑学校。”毛阿云强
调。

她是失聪娃的母亲，又是康复中心里的特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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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母亲身上都散发着熠熠光辉，这光辉源自
她的专注，她能敏感捕捉孩子的一颦一笑；源自她的
博大，她能原谅孩子犯下的所有错；源自她的无私，
她的爱可让孩子无限量地索取，却从不求回报；还源
自她的坚持，生命不息，母爱就不会停止。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本报推出特别策划，
记录下不同母亲身上的相同的光辉。

电视剧《大当家》的热播，自闭症天才月亮和“澜妈妈”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在泉城也有这
么一位“澜妈妈”战玉志：27年来，她对患有智障、自闭症的双胞胎儿子不离不弃，并且通过济南
基爱智障人士服务中心让更多的智障和自闭症患者得到了康复。

见习记者 王红星

照顾特殊双胞胎

与家人分居13年

11日上午，记者在济南基爱
智障人士服务中心见到了战玉
志女士，她大约一米六的身高，
五十多岁的年纪。眉宇间虽然失
去了年轻时的光彩，却并不显沧
桑。她说话敞亮，语速稍快，整个
人看上去很乐观。在中心二楼一
间教室里，一位义工正在教孩子
读书，其中一个很热情，主动走
来与记者握手。他就是战玉志的
大儿子大伟。

1987年家住招远的战玉志
二胎产下一对可爱的双胞胎，这
时她的大女儿已经9岁了。8个月
后，这对双胞胎却被诊断为智力
低下，还伴有自闭症症状。随后
几年，战玉志和丈夫带两个孩子
四处求医，但是情况没有好转。
1995年，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济
南。同时停止了药物治疗，转而
想把孩子送到智力训练学校学
习。

大儿子大伟进了一所智力
培训学校。而小儿子华伟，由于
病情严重，学校里不肯收。“华伟
经常用头去碰墙、玻璃，有时候
是用手，水泥墙都能碰下来一
块，经常是头破血流。每次看到
他撞墙的时候，我都紧紧抱住
他，任他怎么撞我，甚至打我，都
不放开。”战玉志在济南租了一
间房子，自己照看小儿子。而丈
夫则带着女儿在老家赚钱养家，
过了13年分居的日子。

白天做衣服

晚上摆地摊

跟大部分的智障儿童家长
一样，战玉志也曾一度陷入绝望
的泥沼。“一个女人，独自带着两
个特殊的孩子在济南漂泊，既要
照顾他们生活起居，又要忍受着
巨大的精神压力。”战玉志称，当

时很多人不理解她。她也受过不
少的讥讽，“那一段时间我仿佛
也患上了自闭症，害怕出门见
人，不敢说话；一走在路上就恨
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战玉志
说那是她人生的低谷，她得了颈
椎病，失眠、精神衰弱。她曾经不
止一次地想过以死了结这一切
的痛苦，但她只要一想到孤苦的
双胞胎，就立即打消这种念头。
2002年，战玉志的丈夫得了胃穿
孔，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一。那段
时间也是战玉志经济最困难的
时候，她白天批布做衣服，晚上
摆地摊贴补家用。

正是由于这分母爱，战玉志
才坚持了下来。如今苦尽甘来，
她的大儿子九年的义务教育毕
业了，在自己的精心呵护下，小
儿子的情绪也越来越稳定。战玉
志后来进入济南基爱智障人士
服务中心工作，如今是该中心的
主任。而且现在他们一家都在这
个中心，大儿子还当上了助教。

撑起不止半边天

而是整个天

济南基爱智障人士服务中
心的孩子们都喜欢和战老师在
一起，有的人对战玉志的感情比
对自己的父母都深。母亲节当
天，两个儿子的一句“母亲节快
乐”虽然简单，却让战玉志甚感
欣慰。战玉志的丈夫纪学庆觉得
亏欠妻子太多，“我们这个家过
到现在这样，其实全靠她的坚
持，她在儿子身上表现出的耐心
是我所没有的，在我看来是个了
不起的母亲。”纪学庆说战玉志
撑起的不是半边天，而是整个
天，自己很钦佩她。

每次回想自己的辛酸史，战
玉志说她越来越感到两个双胞
胎儿子是命运给她的一笔巨大
财富，“如果他们是健康的孩子，
那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坚强的
战玉志；我在孩子身上学到了很
多，是我的孩子让我变成了一个
给别人带来益处的人。”

由于战玉志把大部分的精
力都投在了两个儿子身上，她自
觉很亏欠自己的女儿。大伟和华
伟出生的时候，女儿才9岁。两个
弟弟被查出有病以后，这个姐姐
也很受打击，心理上也留下了阴
影。

由于没有精力照顾女儿，战
玉志不知道女儿什么时候学会
的骑自行车，也无暇顾及女儿的
学习，她更不知道女儿什么时候
喜欢上的唱歌。“在我眼里，好像
她突然就会唱歌了，还唱得很
好，后来上了艺术高中。但我告
诉她不能唱，因为家里没钱供养
她。”说到这儿，她的语速慢了，
眼里似乎要闪出泪光。不过现在
女儿工作稳定，并且已为人母，
这给了战玉志莫大的安慰。

让“基爱”

传递更多爱

“每个智障儿童都有特殊的
性格、特殊的恐惧。不过很多智
障儿童也有特殊的能力，华伟的
记忆力就很好，特别擅长记路
线。”战玉志告诉记者一个与自
闭症儿童打交道的“秘诀”：“无
论他们怎么伤害你——— 在肉体
上或者精神上，你都要爱他们。
只要你不离不弃地爱他，他就会
在情绪平复后感受到你对他的
爱，并且永远不会忘记这种爱。
就像华伟发病的时候我紧紧抱
着他那样。”战玉志希望把她通
过母爱治疗的经验分享给更多
母亲，这也是她为什么把特殊儿
童服务当做她事业的一个原因。

据了解，济南基爱智障人士
服务中心成立于2007年，现有18
名青少年接受训练。这些患者最
小的13岁，大的已经接近30岁，
他们除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外，70%还患有自闭症。“母亲节
我们邀请家长到中心参加活动，
很多家长想把孩子接回去，有些
还不愿意走，他们说喜欢我。”战
玉志俨然成了这些孩子的“澜妈
妈”。

战玉志和大儿子纪大伟在济南基爱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见习记者 王红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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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瑞峰听觉言语康复中心的特教老师毛阿云（右一）在教孩
子识别“花”和“树”。 记者 孟燕 摄

花、树、沙子、鼓……这些简单的词语，普通孩子教一
遍就会了，但对聋哑儿童来说，要不断重复百遍甚至千遍
才能听到含糊的回应。34岁的毛阿云说，这些付出和努力都

“值得”，她永远忘不了儿子开口叫“妈妈”那一刻的激动和
欣喜。

毛阿云身份有些特殊，她是失聪儿童的母亲，也是济
南瑞峰听觉言语康复中心孩子们的特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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