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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为让更多特殊孩子得到照顾，

脑瘫儿妈妈创办了特殊儿童学校

“宁愿赔钱，
也要为孩子
延续希望”

本报记者 宋昊阳

为照顾脑瘫儿创办学校

9年前，周英初为人母，
迎来了刚刚出生的儿子贝
贝。然而，在贝贝7个月时，
他却出现了一些特殊表
现：手脚无力，不会翻身。这
时候周英慌了，而医生的
诊断对她来说如同晴天霹
雳：儿子是一名脑瘫儿。

为了照顾儿子贝贝，
周英辞职了。在之后的九
年时间里，夫妻二人花费
了数十万元的费用，通过

许多有着同样遭遇的家长
介绍，在全国各地奔波，为
孩子寻找理想的康复机构
进行治疗。经过不断训练，
贝贝三四岁后，终于可以
进行简单的语言交流。

对于特殊儿童的父
母来说，最头痛的事情就
是给孩子找学校。2 0 1 2

年，贝贝已经9岁了，可是
没有小学可以接纳他。虽
说经过康复训练，贝贝有

所进步，但是，目前儿子
的各种行为、认知、情感
表达都明显无法和正常
同龄儿童相比。

于是，周英有了这样
一个想法：她要办一所学
校，为儿子以及更多特殊
儿童提供科学的康复。这
个想法得到了丈夫的支
持，于是，今年8月，投资七
八十万，周英的潍坊诺亚
舟融合教育学校成立了。

宁愿赔钱也要延续希望

如今，在周英的诺学
校里，已经有了15名特殊
儿童学生。这15名儿童，几
乎都是无法进行正常思维
和言语交流的脑瘫儿、孤
独症患者，照顾这样的孩
子，需要比照顾正常孩子
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费用。

前几年，周英带儿子
去青岛进行康复治疗时，
每个月的学费就要4000元
左右。由于多数特殊儿童
的母亲都会放弃工作专门
照顾孩子，因此这笔费用
对于任何一个有特殊儿童
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
小的数目。

周英说，潍坊的消费
水平不能和大城市相比，
但是潍坊的特殊儿童，却
往往要送到青岛、北京等
城市进行康复治疗，不少
特殊儿童的父母，往往是
由于承受不了昂贵的治疗
费用而最终选择了放弃。

对此深有体会的周
英，把自己学校的学费定
在了每月1300元，尽管她知
道，这样一个收费标准只
能让自己入不敷出。且不
说前期投入的七八十万元
不知道何时才能收回成
本，单靠低廉的学费，连老
师们的工资、培训费用以

及各方面的支出都付不
起。目前，她每个月都是在
往学校扔钱，不然根本无
法支撑学校的基本运营。

尽管如此，周英说，
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特殊儿童的康复，是
一个要不断重复和坚持
的过程。周英相信随着时
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
的人相信她、支持她。如
今，儿子贝贝和学校里其
他的特殊儿童都有了一
定程度的康复，周英相
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会
让儿子，以及来到她学校
的特殊儿童们延续希望。

残疾小伙彭虎彪的愿望：

“我想在潍坊买一套房”
本报记者 李小凯

他是一位双腿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却并没有因
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自暴自弃，而是选择了坚强。来
潍三年，他靠着配钥匙、开锁的技术艰难谋生，并为
了自己心中的愿望努力拼搏着。24岁的彭虎彪希望
有一天能在潍坊买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尽管面
对每月1000元的收入，他有些力不从心，但始终坚信
着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最最开开心心的的事事>>>> 在潍谋得了营生

潍坊圣荣广场北门保
安亭附近，一个几平方米
的小区域成了彭虎彪和另
一位修鞋匠的办公地点。
每天上午很早就开摊，风
雨无阻。2008年末，老家
菏泽东明县的彭虎彪决定
投奔潍坊的亲戚。由于身
体的情况，开始的几个月

里，工作并不是很好找。
在溜达了两个月之后，他
决定学习配钥匙，花了几
百块钱买了一套配钥匙的
工具，然后便开始了他在
潍坊的第一份营生。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
情，收入不多，但至少能
糊口”，当年只身一人从

菏泽来潍谋生，他寻思着
等赚着大钱了把老家的妻
子和刚出生的娃接过来，
所以这第一份营生对彭虎
彪来讲至关重要。开始的
时候一天也就配一两把钥
匙，经营了3年，现在新老
客户都挺多，“每天能配
二十来把钥匙”。

最最痛痛心心的的事事>>>> 孩子2岁的时候，离了婚

2011年，彭虎彪的孩
子两岁了，但妻子却在一
场大吵之后提出了离婚。
单身之后的彭虎彪带着孩
子住在了圣荣广场一间租
房内，父母那时也来了潍
坊，“他俩现在主要负责
圣荣社区的废品收购，孩
子也主要由母亲带着”。

对 于 突 如 其 来 的 离
婚，彭虎彪倒没觉得有多

难受，但每次看到孩子不
能像其他的人一样有妈妈
陪着，他总担心会给孩子
留下阴影。由于身体的缺
陷，彭虎彪坦言并没有给
孩子足够的父爱，他只希
望孩子能够坚强地成长，
“跟着我，不能让孩子受
太大的苦”。

为了能弥补孩子，彭
虎彪经常会从父母收来的

废品中给他找出别人玩够

了的玩具，而且会用自己

的手艺再加工一下，“孩

子挺喜欢，虽然没玩上最

新的玩具，但他从没吵吵

着买”。彭虎彪觉得，3岁

的孩子已经开始懂事，父

母去收废品的时候，他会

很老实地坐在一辆从废品

堆里找出来的玩具车上。

最最大大的的愿愿望望>>>>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干了两年配钥匙的营
生，得心应手后的彭虎彪
觉得工作有些闲，便又跟
朋友学习了开锁，在工商
和公安部门注册之后，去年
他正式增加了开锁的业务，
每个月能赚到1500多元。虽
然赚得钱仍不是很多，但彭
虎彪一直有一个愿望，“在
潍坊，拥有一套房子，我们
四个人住”。

为了这个梦想，彭虎
彪调整了钥匙摊的工作时
间，每天上午主要以配钥匙
为主，有时候开锁的活多
了，配钥匙的工作就暂时搁
置一下。

虽然开锁赚钱稍微多
一些，但这项新工作也让
彭虎彪受了很多苦。因为
开锁的时候要来回跑，腿
脚不灵便的他只能拄着双

拐满小区转，“最头痛的
是多层楼房，没有电梯，
上楼太麻烦，而且有时候
会因为身体原因遭遇别人
异样的眼光”。

为了那套梦想中的房
子，彭虎彪说他可能还得奋
斗好多年，甚至十多年，但
只要他双手还能动，只要配
钥匙和开锁这俩营生还能
赚钱，他就会一直坚持。

今年38岁的周英是一位特殊的母亲，因为他的儿子是脑瘫儿。抚养特殊儿童需
要克服的困难和付出的艰辛，她都经历过。每当说起特殊儿童父母的不易，她深有
感触。正因为知道特殊儿童父母的不易，也为了让更多脑瘫患儿能够得到科学的
康复治疗，她创办了一所专门针对特殊儿童的学校。

3日，记者在北宫街和平路交叉口西的诺亚舟融合教育学校，采访到了正在照
顾特殊儿童的周英，她告诉记者，创办这所学校，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更是为
了潍坊的特殊儿童们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康复。“宁愿自己赔钱，也要为潍坊的
特殊儿童们延续希望。”

周周英英正正在在指指导导孩孩子子做做康康复复训训练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凡凡 摄摄

关注残疾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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