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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闭闭症症孙孙子子求求学学，，爷爷爷爷陪陪读读六六年年
孩子在城市求学多次碰壁，回到乡下终被接纳

本报济南3月31日讯（记者
乔显佳） 3月31日，省政府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齐鲁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重点项目进展
情况。

省文物局副局长由少平说，
我省非常重视“乡村记忆工程”，
经过普查摸底，全省共上报保护
单位689个，目前确定了第一批
300个单位列入“乡村记忆工程”。

各地对实施“乡村记忆工程”
热情高，将一些整体性和保存状
况较好的传统村落申报为省级或
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济南、济
宁、日照、枣庄等市举办专门培训
班或专家专题讲座。淄博确定了
10个试点单位，召开现场会交流
经验，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
工作开展。莱芜市将5个齐长城文
化古村规划为中高端乡村旅游目
的地项目。

按照省委宣传部文化惠民办
实事工作部署，今年重点推进56
个乡村（社区）博物馆建设，展览

“乡村记忆”。

本报济南3月31日讯（记者
尉伟） 30日晚7时50分许，济南
历城区唐王镇张家圈村，一位老
人被发现坠落于十几米深的机井
内。接到群众报警后，济南公安消
防济钢中队的官兵利用挖掘机、
三脚架以及绳索等展开救援。最
终，经过消防官兵9个多小时的努
力，成功将被困老人救起。

“井口直径在40—50厘米之
间，老大娘身体位置处于井下十
多米深，井内水泵卡住老人身体，
她在水中只露出头部。”济钢中队
中队长徐伟说，开始安排一名身
材较小的战斗员利用救援三脚架
下井救人，不过由于井口太小、老
人所处位置较深等原因，救援人
员无法深入井中。

22点30分，两台小型挖掘机
到达现场，在井口展开圆弧形挖
掘。31日零点10分，第一节井圈破
拆脱离。凌晨4点50分，第四节井
圈破拆脱离，此时被困老人距井
口不到8米。消防官兵放下绳索，
拴住老大娘的胳膊，慢慢上拉。凌
晨5点35分，救援人员成功将老人
救出。

据了解，坠井老人因近期身
体不适，加之伴有高血压，不能下
地劳动，一时想不开跳井。

求学四处碰壁，

城区学校不肯收

在邹城市香城镇莫亭小学
六年级一班，一位71岁的“老学
生”正在上课，课本上记满了笔
记。老人名叫刘传福，今年71岁。
与老人同桌的是他14岁的孙子
小思众，老人已经陪读六年。

课前预习，课上听讲，下课
后再辅导，每一篇课文，爷孙俩
要学三遍。

2004年，两岁的小思众被
确诊为自闭症。治疗三年后，小
思众终于能开口说话。到了上
幼儿园的年纪，却没有幼儿园
收他。“那几年跑遍了邹城城区
的幼儿园，人家都不要。”刘传
福说，由于经济受限，孙子治疗
到8岁就回家了，到了上小学的
年纪，一家人愁得睡不着觉。

“他个头比同龄孩子高，长
得也壮实，离家最近的一所小
学只有300米，周围的人都知道
孩子有病，他又没上过幼儿园，
谁都不愿意收，怕他误伤同学。
我们把全城的小学都跑遍了，
作为家长很自卑也很难过，但
也理解学校。”刘传福说，他就
想让孙子和正常孩子一样，那
样的环境有利于他的成长。

“不上学又不行，在街上小
孩看到思众都叫他‘憨巴子’，
调皮的孩子还欺负他。他小的
时候不懂得反抗，被人欺负了
也不说，我要去找人家，他拉着
不让去。”刘传福说。

校长一句“来试试吧”

让老人泪流满面

在快要绝望的时候，刘传
福萌生了一个想法，带孩子回
老家上学。2008年，老两口带着
孙子回到香城镇老家。“我这辈
子都不会忘记张校长。一直记
着他说的那句话，‘让孩子受教
育是我们的责任，孩子很特殊，
对家庭的压力也很大，先来试
试吧。’我当时感动得老泪纵
横。”刘传福说，心里的一座大
山终于搬走了，同时又带来了
新的问题。小思众又高又壮，坐
不住，没有耐心好发脾气，怕他
伤到其他孩子，所以他决定做
孩子的陪读。

“他的病就是这样，坐不
住，一节课45分钟，常常上着课
就起身往外跑，我就得跟着。无
论老师在做什么他都不理会，
起初老师很反感，后来也就习
惯了。”刘传福老人说，开始的
时候，课堂对小思众来说很新
鲜，到处张望但不与人交流，不
懂课堂纪律四处走动。

“那些日子都过来了，老师
对他格外关心，努力为他创造
条件，要求同学和他一起玩、做
游戏。慢慢地小思众融入了班
集体，孩子们对他也都很理解，
发生不愉快后我就去给孩子道
歉。他离不开我，我有时生气把
他训哭了，我推门要走,他就赶
紧抱住我。”刘传福说这话的时
候,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

写不完作业不睡觉

语文数学都能及格

“开始每次讲课都很紧张，
现在不这样了，刘大爷不但帮
助老师辅导孩子，还帮助老师
维持秩序。孩子们都亲切地叫
他‘爷爷’。”杨丽华老师担任小
思众的班主任已经4年，对小思
众和爷爷也有了很深的感情。

“学校里的孩子大部分都
是留守儿童，我看到谁不对劲
儿，就主动过去问问。班里的孩
子叠千纸鹤，写一些祝福的话
送给思众，我很感动。思众学习
差，成绩拖后腿，班主任从来没
抱怨过。”刘传福说。

现在，小思众的语文、数学
考试都能及格，还会一百多个
英语单词，全班44名同学他都
能叫得上名字。每天不做完作
业不睡觉，起居都能自理，还会
自己洗袜子。

日复一日地陪读，71岁的
刘传福不仅要克服心理上的别
扭，更得克服身体上的病痛。思
众上三年级的时候，刘传福胃
疼得厉害，医生劝他住院治疗，
他不肯。“我住院了，孙子就得
停课在家，本来基础就差，再停
课更跟不上了。”

刘传福一天天老去，思众
一天天长大。“我能陪读到他上
初中，初中毕业后怎么办？我希
望有一个培训机构能够接纳
他，有了技术就能谋生。”刘传
福说。

56个乡村博物馆

展示“乡村记忆”

消防奋战9小时

救起跳井老人
关注“星星的孩子”

从 家 到 学 校 只 有
1500米，刘传福老人拉着
孙子走了六年。在邹城市
香城镇，71岁的刘传福老
人为了让患有自闭症的
孙子小思众能和正常孩
子一样上学，回到老家的
一所农村小学，他与孙子
同桌六年。在此之前，小
思众不论上幼儿园还是
小学，在城里四处碰壁，
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们。
直到后来，小思众来到香
城镇莫亭小学，终被接
纳，如今小思众即将小学
毕业。

为了自闭症孙子能走进校园接受教育，刘传福带着孩子来到老家，并亲自陪读。

文/片

本报记者 岳茵茵 陈鸿儒

通讯员 张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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