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52014年5月12日 星期一

编辑：李蕊 组版：王晨 校对：苏洪印

今日运河

专题

守守护护““星星星星””的的康康复复训训练练师师
赵淑珍十年如一日，用爱点亮孤独症儿童的世界

“还记得2004年时去北京参
观学习，当时在医院的康复科
门前，一位衣着破旧的大姐举
动吸引了我。”赵淑珍告诉记
者，当时那位大姐不断伸头向
康复室张望着，那位大姐一边
啃着馒头，手里还拿着一个损
坏的小风车。这让赵淑珍印象
深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她的
孤独症儿子正在做康复。时间
退回到十年前，说起初见孤独
症孩子的家长时，赵淑珍仍然
忍不住眼眶泛红。“她当时告诉
我为了给孩子治病，从山西老

家专程赶到北京，光治疗费就
花了六七万元，着说着大姐掉下
了眼泪‘这以后可怎么办呀’，当
时我的心里猛地一颤，可我却不
知道该怎么安慰她。”说起初见
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式，赵淑珍
仍然忍不住眼眶泛红。

从北京回来后，赵淑珍对
母亲哭泣的泪眼、孩子空洞的
双眼难以忘怀。通过查阅资
料，认识到了孤独症的可怕，
但却无法理解。“星星的孩子，
悄无声息的降落到一个家庭，
太让人心酸了。”

2005年，恰好医院成立残
疾儿童康复治疗中心，赵淑珍
第一个报了名。同事和朋友们
对她的决定非常不解，家人也
强烈反对。周围人的不理解，
没有动摇赵淑珍的决心。

“当时我就觉得济宁这样
一个人口大市，一定会有很多
这种情况的孤独症儿童，他们
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的
负担，也会承受终生的痛苦，
我一定要帮助他们。”就这样，
一次的擦肩而过，坚定了赵淑
珍这十年来的艰辛康复历程。

赵淑珍的康复中心里目
前有82名孩子，对于每个孩子
她都像亲生儿女一样对待。说
起自己的第一个小患者斌斌，
赵淑珍至今记忆犹新。

“刚接触斌斌时，不管怎
样引导，拿玩具逗他，孩子都
不为所动，只是玩自己的，时
而还存在着攻击行为。”为让
斌斌开口说话，赵淑珍查阅了
大量资料。每天坚持和斌斌在
一起不少于4个小时。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耐
心教斌斌读词语，当我再次教

着‘妈妈’时，他突然抬起头不
停地叫着‘妈妈，妈妈’。”赵淑
珍说当时她愣在那里，眼中喜
悦的泪水不断涌出。而在室外
斌斌的妈妈激动得冲了进来。
赵淑珍告诉记者，看到孩子进
步与家长的喜悦，更深刻的意
识到在康复工作中自己的价
值，那种成就感是难以言表
的，也更加坚定了她的选择。

在工作中，也常会遇到一
些家长的不理解，受过各种委
屈。“这些孩子常年封闭在自
己的世界中，外界的接触会让

他们暴躁，所以会做出一些伤
害自己伤害他人的行为。”采
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赵淑
珍手上有着数道或深或浅的
疤，原来，很多患有孤独症的
孩子都有暴力倾向。不经意
的一句话，也许就会让他们
变得很暴躁。时不时的被“发
狂”的孩子抓伤、咬伤都已是
家常便饭。这一切的困难都
没有让赵淑珍放弃，用她的
话说就是“看到这些孩子很
心酸，他们恐惧的双眼，我只
想抱紧他。”

偶遇“星星妈妈”坚定信念

看到孩子进步，倍感欣慰

他们把自己关进房间，吝惜每句简单的语言，每个孩子都有
过人的天赋，但拒绝和世界融入；他们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怪癖
的言语、刻板的行为，仿佛天上的星星，一人一世界，独自闪烁，他
们是“星星的孩子”——— 孤独症儿童。照顾这样的孩子，具有较大
的工作压力，但济宁市妇幼保健院孤独症康复中心的“星星妈妈”
赵淑珍从业10年，一直坚守在这些“星星”身边。

本报记者 李倩 见习记者 康宇

赵淑珍正在教孩子说话。本报见习记者 康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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