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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手
调查

本报首席调查记者 王金强

孤孤独独事事业业的的孤孤独独梦梦想想

于娟所在的德州新语
特教学校，虽然同在德州市
社会福利中心，却在接受社
会捐赠和爱心方面，与旁边
的社会福利院冷热不均。

“在我们教室的窗口
里，就常能见到来献爱心的
人群。”于娟说，大多数市民
都知道社会福利院，知道孤
独症以及相关的特教学校
的人却不多。

德州新语特教学校直
到搬到德州市社会福利中
心后，招生规模开始稳定在
50多人，但每人800元的学费
一直坚持了八年多，仍时常
在收支上感到局促。

直到2012年5月，德州市
残联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山东省残疾人事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
2015年)的通知》，对全市开
展0-6岁残疾儿童和残疾儿
童康复机构基本情况调查
后，对符合条件的儿童每人
补贴1 . 2万元，才一定程度
上缓解这些民办特教机构
的经济压力。

“尽管这些钱还是用在
学生身上了，但是一笔稳定
的投入，让孩子家长接受康
复训练的心态也更稳定。”
于娟说，这样学校也能腾出
更多精力用到教学上去。

同样获得此项补助的
刘玉红说，夏津袁敬华的事
迹在德州家喻户晓，但她在
争取社会捐赠和跑经费上，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
辛，如果能成立一个类似于
这种民办特教机构的协会
类组织，在相关部门的引导
下，腾出部分精力来争取社
会捐赠，或许能增强民办特
教机构的造血能力。

从一开始接触聋哑或
自闭症儿童，就始终没有离
开过。她们有的是从节衣缩
食起家，走上专门办民办特
教学校之路，有的是用源源
不断的爱心在坚持……她
们有过梦想，但更多地承载
着这些特殊儿童的成长梦
及家长的康复梦。

11月20日，国际儿童日
来临之际，本报走近这些儿
童和他们背后的特教机构，
来看看他们如何用爱心串
联希望又孕育希望的。

在德州市妇幼保健院的专
家介绍中，李国俊是妇女保健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有着二十多
年的妇女保健工作经验。

这位平日里笑语盈盈的老
道医师，擅长妇女更年期治疗，
妇女心理治疗以及妇科疑难病
症的诊治。

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她还
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民办的德

州市新语特教学校的校长。
跟成为校长相比，李国俊更

希望一辈子只干好医师这个角
色，但儿子的出生，让她不得不
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这双重身份
里一直交替扮演至今。

不愿意跟人沟通交流、总爱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儿子出生
后，作为医师的李国俊很快发现，
儿子比内向性格的孩子更内向。

职业的敏感，让孤独症(自闭症)
这个词很快进入李国俊的视野，
经过反复地观察和系统地检查，
李国俊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在查阅一些资料后，李国俊
了解到，儿子需要日复一日地在
家人的引导下，克服交流障碍。凭
借职业的关联性，李国俊很快掌
握孤独症儿童的矫正技能，并时
刻引导着儿子，希望他能康复。

在这个过程中，李国俊发
现，德州还没有专门的孤独症特
殊教育机构，她所接触过的类似
的儿童，也没有一个系统的接受
康复训练的去处。

2005年3月5日，李国俊在德
州市妇幼保健院租下一套83平
方米的宿舍楼，把6名孤独症儿
童接到这里，这其中就有她十一
二岁的儿子。

“你不训练他，他有可能永
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与外界
交流。”热心的李国俊，希望儿子
跟这些孩子一样，有专人进行系
统地康复训练。

在拿着自己的工资补贴学
校的同时，李国俊还请来3名有
过幼师经验的老师，负责孩子们
的康复训练。

学校设在一楼，李国俊家住
四楼，每天饭点，李国俊就会做
好饭给孩子们送来。

从刚开始的简陋设施，到看
到儿子和其他孩子们慢慢地在
与跟人交流上渐有起色，李国俊
始终没有失去这份耐心。

年过五旬的李国俊说，等过
几年退休了，她主要精力就都将

放在新语特教学校的管理和教
学上，希望孤独症儿童群体也能
得到规范系统的教育。

跟李国俊一样的是，刘玉
红总会将一份热情洋溢善意的
笑脸写在脸上，她的德州市育
红聋儿语训中心，光搬家就搬
了6次。

2000年，从事幼教的刘玉

红，偶然接触到聋儿教育后，就
始终没有从这个行业离开过。虽
然别人也当她是老师，但没有公
办中小学教师待遇稳定、体面。

起初，刘玉红只有两个学
生，每个学生每月学费生活费
180元。那时，她的状态就是，每
天上完课，自己蒸馒头、做饭，然
后教学生……

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孩子
的家长来接他们，其中一个孩子
艰难地说出了“阿姨、奶奶、回家、
睡觉”，刘玉红眼泪夺眶而出。

“这个孩子的意思是，让我
回我一个亲戚家住，当时孩子管
我这个亲戚叫奶奶，而不要一个
人住在平房里。”刘玉红说。

夸张地张大嘴巴作出说话
的口型、把手放在孩子喉结上感
受孩子声带的颤动……这种最
原始的方式，让一个聋儿主动说

出话来，实在是太难了。
不过，刘玉红做到了，这也

是她最初的成就感和使命感发
源的时候，并最终从两个学生发
展到现在的50多名学生，而且不
断有学生获得康复。

“是的，干我们这一行，要么
一开始就打退堂鼓，只要坚持下
来就不会轻易放弃。”很难想象，
只有30岁的于娟，已经为孤独症
儿童做康复培训10年了。

10年前，学幼儿师范教育的

于娟，在一家幼儿园当幼师，直
到幼儿园园长发现有孤独症的
孩子，就专门开设了这样的班
级，并招了四五个孩子。

但没过多久，由于园长另谋
出路，幼儿园解散，于娟就带着
孩子们转到了李国俊开设的新
语特教学校。从最早的妇幼保健
院宿舍，到德州市袜厂里的7间
平房，再到沟盘河500平方米的
二层小楼，再到今天的德州市社
会福利中心为其提供的教学场

所，于娟始终没有离开过。
每天七八节课的强度，时常

要面临家长看不到康复希望时
的不理解，贫困家庭孩子的流
失……这些比正常幼儿园里更
高的工作强度、更考验耐性的励
练，反而是让于娟更有韧劲。

看到接受矫正的孩子越来
越多，越来越多的家长也能正视
这个现实，并把孩子交给她们做
系统科学的训练，于娟觉得自己
做得值。

11月13日，在德州市大学路
德州市育红聋儿语训中心，几名
正在玩耍的学生，无一例外地戴
着助听设备。

“一套好点人造耳蜗就要十
几万，普通的助听设备也得几万
元。”刘玉红说，大部分家长买套
设备就已经很费钱了。另外，跟
正常的民办幼儿园不同，聋儿和
孤独症的特教针对的群体较窄，

无法通过大批量地招收学生并
扩大规模来积累办学经费。

刘玉红说，但凡再遇到一些
贫困的聋儿，学费一减免，她的
办学经费就变得捉襟见肘。在刚
开始的那几年，搬家是常有的事
情，房租高的租不起，地方偏远
的平房，学生来回不方便。

目前，刘玉红的聋儿语训中
心，有十几位老师，她时常也要

参与到教学当中，她也很少有时
间去为学校争取经费和赞助。

教这些孩子们说话，有的时
候一个发音要重复千次百次，时
间一长刘玉红也就被磨得习惯
了。但让她最有压力的莫过于，
需要不停地组织老师去接受专
门的培训。

刚开始，刘玉红往往培训的
路费和住宿费都犯难，哪怕是现

在，她们也只是轮流培训，住宿费
都是靠好几个月的时间积攒下来
的。跟政府拨款的公办特教学校
不一样，刘玉红的学校缺乏经费
支持的同时，在获得社会捐助方
面也抽不开身，缺乏专门的人手。

“家长也是比较注重隐私
的，我们也不会带着孩子去宣
传，宣传也不够。”刘玉红说，自
身造血能力也不强。

为儿子找到新世界

耐心是共同的标签

10年坚持实属不易

缺乏经费难运转

依靠政策

走上正轨

自闭症儿童接受医院给提供的体检(资料片)。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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