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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生变故
他将自己“困”在房间3年

从正常生活，到发生意外，再
到确诊为脊柱损伤，这些事在一
周的时间内发生在张川身上。打
击来得太快，这个23岁的小伙子
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变故，将自
己“困”在屋里整整3年。

“困”在屋子里的3年，张川很
少与人交流，就连父母想和他说会
儿话，也只能趁着每天往房间送饭
的短暂时间找找机会。而多数情况
下，张川选择用“假睡”躲过去。

今年4月初，张川的父母看到
临沂市康复医院第四期脊髓损伤
者“希望之家”生活重建训练营招
募伤友的公告，他们替孩子报了
名。训练营工作人员了解到情况
后，登门拜访了张川。

“我不想出去。”抗拒是张川
的第一反应。他给出了很多原因：
出行困难、生活不便、太久没有和
人交流……

“生活上我们有护工照料，二
便有装备支撑，至于交流，我们会
给足你时间去准备。”顾虑被对方
一一破解。看着眼前的这些热情
的陌生人，张川想试试。

出行当天，工作人员们给张
川带来了新的轮椅，和他父母一
起将他从楼里抬出。

出门后，张川的眼睛没有离
开过车窗，此前的3年，他的世界
只有透过窗户展现出的方寸之
地。3年的时间，小区整个变了样：
天空更蓝，枝上的紫荆愈发娇艳，
路边的幼龄树也变得粗壮些了。

接他的司机也是一名脊髓损
伤者，看着他熟练地驾驶专用汽
车，张川很羡慕。“这个我能学
吗？”“当然！”“我以后也能开车
吗？”“肯定能！”

师傅没有回头继续专心开
车，后座的张川却激动得止不住
颤抖。

希望之家
温暖善意让他突破心魔

来到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
生活重建训练营，张川面对的第
一个项目就是“生活重建”，他与
14位伤友一起学习二便护理、轮
椅技巧、压疮护理、辅具知识、无
障碍体验等课程。

经过训练，5月11日那天，张
川3年内第一次独立进行了二便
处理。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大声地哭
了。“3年里，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二
便处理，我能不喝水就不喝水，就
是不想让父母感觉我是负担，现

在我终于可以自理了！”靠在希望
之家项目负责人骆善通身旁，张
川将自己3年来的苦恼一并吐出。

随后的日子里，轮椅技巧、压
疮护理、辅具知识，所有课程张川
都在认真训练。“我都要学会，我
想回去后，给父母看到一个独立
坚强的我。”

掌握基础的生活能力后，重
新融入社会的课题摆在了张川的
面前。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生
活重建训练营安排了去商场购买
指定物品、和陌生人合影的任务，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免不了和路
人沟通。

5月15日，15名脊髓损伤者在
临沂市残疾人联合会和临沂市康
复医院的组织下，一起来到商场。

“我不敢看陌生人的眼睛，我
觉得他们可能会认为我很麻烦。”
面对新的挑战，在商场内的张川
有些踌躇，他坐在轮椅上看着来
来往往的人群，神态紧张。

“我看你一直在找什么东西，
你需要帮忙吗？”在张川犹豫的时
候，一位在商场内购物的小姑娘
打断了他的思绪。“我想买一杯奶
茶，但我不知道位置在哪里，您可
以帮我找找吗？”鼓起勇气的张川
说出了今天的任务，等来的是小
姑娘的微笑答复：“我带你去。”

“原来和人沟通并不复杂，很
多人也会帮助我们。”一次陌生人

的帮助，让3年未和人主动交流的
张川冲破心魔，与工作人员合影、
与陌生人打招呼、商场购物等任务
也一并完成。好心人的一次次帮助
让张川克服了心理障碍，他也在

“希望之家”中第一次交到了朋友。
他们还一起走进临沂动植物

园开展社会适应课程。学员们利
用在训练营中学到的轮椅技能，
干净利落地穿越无障碍通道，熟练
地使用多种无障碍设施，先后参观
了狮虎山、大象馆、熊猫馆等场馆。
他们在游览过程中相互鼓励，相互
支持，还得到了临沂动植物园志愿
者和热心市民的精心照顾和帮助。

向暖而行
他们的明天更有希望

5月24日，第四期脊髓损伤者
“希望之家”生活重建训练营进入
尾声。训练营里的成员提议，趁着
天气好，一起去外面烧烤野餐。

在滨河岸旁的露营地，张川
自信地拿起麦克风，准备在这片小
天地一展歌喉，亮出自己“麦霸”的
潜力。一旁的骆善通收拾着烤具、
餐品，忙活完这些活，便搬着板凳
来到树下坐着，看着活泼快乐的
训练营成员们，眼睛弯成了月牙。

“半个月快过去了，你看他们
现在多开心。”成员们快速融入社
会的进步，骆善通一点一滴都看

在眼里。不足半个月的陪伴，他
却早已将每一位学员的家庭信
息、训练进度记下。对于每一位
成员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遭遇，
他也谙熟于心。“马上就要结营
了，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脊髓损伤者的恢复工作是一
个需要长期努力的项目课题，为期
20天的训练营只是开始，结营后的
工作也是他们为之努力的方向。

“结营后，我们将助残工作
继续延伸，将党建活动和结对帮
扶工作结合起来。”骆善通介绍，
临沂康复医院动员党员、团员、
积极分子成为志愿者，和“希望
之家”生活重建训练营学员们双
向沟通、双向选择，自愿结对帮
扶，实施包括居家康复、心理重
建和社会融入建议指导等，工作
一直持续到年末，直至训练营成
员可以独立融入社会生活。

“他们不能掉队，我们一定
要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时光有
痕，向暖而行，骆善通说，帮助和
保障残疾人康复没有终点，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在未来，还
会有更多像脊髓损伤者“希望之
家”生活重建训练营这样的助残
工作开展，临沂市残疾人联合会
和临沂市康复医院也会聚焦残
疾人群体，引导广大残疾人自信
自立自强。（应受访者要求，“张
川”为化名）

搭
起
回
归
社
会
的﹃
桥
﹄﹃
希
望
之
家
﹄助
脊
髓
损
伤
者
迎
来
新
生

在
轮
椅
上
重
建
生
活
在
训
练
中
重
拾
信
心

《中国脊髓损伤者生活质
量及疾病负担调研报告2023
版》显示，目前我国现存脊髓损
伤患者374万，每年新增脊髓损
伤患者约9万人，脊髓损伤患者
数量激增。

本次调研报告起草专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科
脊髓损伤康复病区主任丁明甫
教授表示，除了外伤，一些如急
性脊髓炎、脊髓的肿瘤以及脊
髓的血管病变都会导致脊髓损
伤。其中，急性脊髓炎以成年人
为主，30岁以后的人发病率明
显要高一些，但具体的机理目
前还没有研究清楚。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74%的
患者在三个月内出现过尿失
禁，并且每位患者平均每年发生
泌尿系统并发症达10次。而在伤
后的5年内，患者上尿路损伤发生
率快速增长，为正常人的30倍。这
些数据表明，脊髓损伤患者生活
质量全方位低于一般人群，且肾
衰竭高发，这些仍然是威胁生
命健康的重大挑战。

正确的膀胱管理方式才能
有效降低并发症，提高脊髓损
伤患者的生活质量。患者需要
重视上尿路功能的保护；保持
足够的饮水量，遵循医嘱标准
进行间歇导尿。但调研的另外

一组数据表明，我国能够采用
间歇导尿作为膀胱管理方式的
患者比例仅为22%。

中国肢残人协会主席王建
军表示：“残疾人特别是脊髓损伤
患者的生活水平与社会的平均
生活水平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康复和科学管理疾病能力有待
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需要引起
大家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有效措
施，全社会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对于脊髓损伤患者来说，除尽早
康复介入之外，完善的医疗保
障机制和更多社会资源的支持
是解决该群体面临的问题最重
要的途径。 据央广网

葛延伸阅读

我国每年新增9万脊髓损伤者
康复和科学管理疾病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张川认真地转动轮子，翘起轮椅前部，使劲跨上一个小台阶，周围
坐在轮椅上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张川笑了，这是他在临沂市第四期脊
髓损伤者“希望之家”生活重建训练营里，第一次露出笑脸。

使用轮椅的动作可能仅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学会，但克服心理障碍，
他走过了漫长岁月。

在所有肢体残疾类别中，脊髓损伤是残疾程度最重的。2021年起，
在临沂市残联的指导下，临沂市康复医院连续承办了四期脊髓损伤者

“希望之家”生活重建训练营，让脊髓损伤者通过生活重建，重新获得自
理能力，直至走出家门回归社会。

“希望之家”训练营成员们参与社会融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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