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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名脑瘫患儿仅2名康复师
收入少又辛苦难吸引年轻人，福利院无奈从保育员中培养
本报记者 晋森 本报通讯员 黄鸣

看到孩子能行走了

他心里感到很欣慰

笑笑是其中的一名脑
瘫患儿，今年只有3岁，因为
患有肢体痉挛被父母遗弃，
如今在儿童福利院已经治
疗了1年多的时间。刚开始
时，小笑笑的胳膊和腿都不
能伸展，平时只能躺在床
上。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笑
笑的胳膊和腿已能够进行
伸展运动。

“笑笑患有肢体痉挛比
较严重，尽管已经治疗一
年，但目前治疗的效果没有
预想的好，但我有信心让他
慢慢康复，起码能做到生活
自理。”孙普照很认真地告
诉记者。

尽管治疗的过程漫长
和困难，但是谈起对脑瘫
儿童朝阳和福楠的治疗，
孙普照也有颇多欣慰。患
有脑瘫的小朝阳在2011年
的时候，连头也不会抬，
完全靠着育婴员的照顾而
生活，如今，在康复师孙
普照的康复训练下，小朝
阳不仅能够自由的爬行，
而且在婴儿车内，还能够
站 立 ，并 进 行 简 单 的 挪
动，尽管挪动时还不太利
索，但已经让康复师孙普
照感到很有成就感。

21日上午，当记者来到济宁
社会福利中心儿童福利院儿童
部的时候，25岁的康复师孙普照
正在对笑笑进行康复训练，笑笑
在治疗仪器上侧头望着康复师
孙普照，一笑两个酒窝。

孙普照的一天是这样度过
的：上午要负责四名脑瘫儿童的
康复训练，下午又对另外两名脑
瘫儿童进行康复训练，一天马不
停蹄地为六个孩子做康复。

对于只有3岁多的小朝阳，
孙普照反复帮着小朝阳伸缩两
个腿关节，“脑瘫儿童的肢体活
动神经受损，所以导致不能自由
的伸缩，必须通过这种反复的运
动，刺激神经，让孩子从小知道
这种运动的必要性，来引导其他
的神经承担这项任务。”孙普照

边说边用手引导着朝阳小朋友
反复的做腿部的弯曲运动。

小朝阳从不会抬头，到逐渐
能慢慢爬行，到最近能进行简单
的站立和挪动，让康复师孙普照
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欣慰。 尽管
已有不少脑瘫孩子通过孙普照
的康复训练，逐渐能达到了生活
的自理，但姚玲仍坦诚地表达了
自己的担心。

“目前儿童福利院有60多名脑
瘫的儿童，占全部福利院儿童的
一半，但是专业的康复师只有两
名，所以面临人员上短缺的困境。”
姚玲告诉记者，专业康复师的康
复训练对于脑瘫儿童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种康复训练，脑瘫的
孩子有可能一辈子都躺在床上，
不能站立起来，生活也不能自理。

专业的康复师比较少，这是一
个现实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儿童
福利院也采取了自己的措施。

“我们从今年新招的保育员
中，凡是毕业于护理、医疗等相关
专业的，将考虑转入一部分人员从
事专业的康复师工作。”姚玲说，另
一方面，和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康
复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合作，聘请
专业的康复医生对保育员进行培
训，让这些保育员能够尽快转为专
业的康复师，从而能对脑瘫儿童进
行更好的康复训练。

姚玲坦言，针对脑瘫儿童的
专业康复师，收入不高，较为辛
苦，同时对专业又有要求，很多具
备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年轻人，多
会在就业时选择到医院和卫生
院，这些岗位对他们的吸引力不
是很大。

“尽管目前人员有些短缺，但
是我相信通过对保育员专业的培
训，逐渐增多康复师，进而弥补康
复师短缺的这种局面，让更多的脑
瘫儿童起码达到生活自理的水
平。”姚玲说。

孙普照是济宁儿童福利院一名普通的康复师，
每天早上8点多钟，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儿童部的康复
室内，为脑瘫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内，患有脑瘫连抬头都困难的福娃小曹阳现在已经
能够自由地站立和挪动了。

如今，像小曹阳这样经过康复训练后效果比较
好的脑瘫小福娃已有6个，让孙普照感到非常欣慰。

“60多名脑瘫的儿童，只有两名专业康复师”。儿童福
利院副院长姚玲说，康复师紧缺是目前儿童福利院
面临的一大问题。

两名康复师

要照顾60多名脑瘫患儿

康复师人手少是现实

将从保育员中逐步培养

康复师孙普照对脑瘫儿童进行康复训练。晋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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