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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

也有超常人之处”
26日，记者刚走进洪家楼一

号院智光启能服务中心，几名智
障学生就主动和记者打招呼：

“记者老师好。”中心工作人员曹
顿文告诉记者，“每次有生人来，
会先通知他们。不给他们讲，当
陌生人来了，他们就不知道咋办
了。”

在日间活动中心，智障学生
各忙各的，有的打扫房间，有的
打电脑游戏，有的在择菜，还有
的在喝茶。

夏明(化名)在打电脑游戏
“愤怒的小鸟”，他打得很好，每
只小鸟都能打到绿色的猪头上。
不过同伴王毅(化名)打得就很

差，很少能打中。他们的游戏时
间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曹顿文
告诉记者，“每次只能让他们玩
15分钟，玩得太多对他们身心并
不好。他们的日程表安排了各种
各样的活动，最怕的就是不知道
每天干什么。不知道干什么时，
可 能 就 会 出 现 烦 躁 不 安 的 情
绪。”

据介绍，智障人士早上八点
钟开始晨会，他们会被交代一天
应该做的事。上午，智障人士或
独自或在老师的帮助下去打扫
卫生、到超市购物、玩电脑游戏。
吃过午饭，经过一个小时的午休
后，下午从事文体活动，唱歌或
到山大篮球场打篮球，不过他们
只能做些简单的投篮动作。

智障人士虽然在智商、社交
等方面有所欠缺，但也有不少智

障人士却有着超出常人的能力。
“比如有的记忆力很好；有的唱
歌很出色；还有的对节拍的把握
能力特别好。”曹顿文说。

“有的社工

干了一天就走了”
智光启能服务中心由成士

临创办，成士临毕业于山东轻工
业学院的机械设计系。今年28岁
的曹顿文，早年从泰山学院毕业
后，曾在法国里昂第一大学学习
化学。两年前归国后，从事智障
人士启能工作。另外，中心还有
毕业于山大护理专业的曲老师，
学习特殊教育的李老师等一共
六位大学毕业生。

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的工
作。“有人说我吃饱了没事干，也

有人说我不怀好意，只不过想挣
点钱。”成士临说。

据了解，虽然中心每月对智
障学生收1000元左右的费用，但
中心的收入八成还是要靠慈善
捐助。成士临向记者展示了该中
心的账目开支，老师的工资每月
在1500元左右，作为校长的成士
临每月的工资也不到2000元。

从事智障人士服务工作，特
殊教育学、社会工作、医学护理
等知识一样也不能少。“社工要
变成像蝼蛄一样的全才，能游
泳，能挖洞，也能飞。服务智障人
士的社工更需要很高的综合素
质。干好这个工作，最需要的是
耐心和奉献精神。”

成士临还告诉记者，很多招
聘来的社工，到中心的第一天就
走了。虽然有些也能干下去，但
却不适合从事智障人士服务工
作，被劝退了，“他们与智障学生
沟通交流时，有不耐烦的情绪，
缺 乏 与 智 障 学 生 打 交 道 的 耐
心。”

“他们工作时

更专注”
该中心还有一个工厂———

金蜗牛餐具消毒工厂，主要业务
是为洪家楼附近的餐馆清洗餐
具。该工厂共有7名智障人士工
作，“他们是不用给中心交学费
的，而且还能领工资。”

为了保证工厂的正常运转，
中心还另聘两名普通工人。智障
人士主要做一些重复性较强的
工作，程序复杂的工作则由普通
工人来承担。普通工人薪水1500
元左右，而智障人士根据工作能
力不同，工资在 600-1200元不
等。

智障人士小毛(化名)负责清
理餐具上的剩饭，她干起活来特
别认真，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
活，而且相当熟练，如果不是在
休息间隙与她交流，记者真的看
不出她是一名智障人士。

由于智障工人没法控制盘
子摆在传送带上的间距，所以不
得不在传送带上用油漆做标记。
据介绍，工厂刚开办之初，餐具
都是人工包装的，不过只有极少
数的智障员工可以在产量上达
到生产要求，最后添置了自动化

包装设备。添置设备后，智障员
工在配合机器包装的时候，基本
不需要太多技能，速度基本就与
普通工人持平了。

而这些生产改造都是工厂
在生产中摸索出来的，他们将
复杂的流程分解并简单化，有
几位智障人士分工完成一个普
通人可以完成的工作。“智障人
士能从事很多简单、重复性的
工作，他们工作时很专注，反而
更具优势。社会应给智障人士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还要
给他们足够多的包容心。”成士
临说。

据了解，工厂每天清洗1800
套餐具才能保证收支平衡，但每
天工厂只能清洗1400套，工厂每
天都要赔本经营，每个月要补贴
2000元到3000元，都要靠慈善捐
助才行。

记者问能否把消毒的餐具
加到1800份以上实现工厂盈利
呢？成士临说，智障人士的工作
稳定性较差。要想盈利，只能招
聘更多的普通工人，智障人士的
岗位就要压缩了，这个工厂创办
的初衷就失去了。“我们一直在
经济效益和智障人士的工作现
实之间找平衡点。”成士临说。

“他们的出路

还是靠社会”
为什么要把智障人士日间

活动中心开在小区里？成士临向
记者介绍说，将服务中心“社区
化”是欧美地区先进经验，也是
世界服务智障人士的主要潮流，

“让智障人士距离我们越来越
近，而不是被社会隔离。”

据了解，刚开始小区居民觉
得和智障人士生活在一个小区
也不舒服，但后来逐渐接纳了他
们。他们会主动打扫社区卫生，
见到老人会亲切地打招呼，很多
老人独居在家，反而在他们身上
体会到了亲人的温暖。

智障人士的出路关键还是
要靠社会解决。“社区应该接纳
智障人士，和他们相处反而会有
很多快乐。他们的养老还是要靠
社会来解决的，通过社会慈善团
体为他们提供安老服务，不过政
府对慈善团体应有管理职责。”
成士临说。

本报记者探访16名智障人士的幸福生活

他们也会玩“愤怒的小鸟”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蒋龙龙

洪家楼小区一号

院，有一家智光启能

服务中心。这里加上

创建人共6名大学毕

业生，不干别的，专门

为成年智障人服务。

该中心在华山东杨村

有一个工厂——— 金蜗

牛餐具消毒工厂，现

在共有16名成年智障

人在这里快乐地生活

和工作。

近日，记者走进

了他们的生活，了解

了他们的故事。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因此而

关注智障人士，让他

们 距 离 我 们 更 近 一

些，而不是更远。

智障人士在电脑
上玩“愤怒的小鸟”。

智障人士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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