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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月 1 4日讯（记者 修
从涛 穆静） 1 3日，本报张刚
大篷车“筑梦者”系列主题活动
首站来到章丘市官庄小学，与该
校2 0余名三年级小学生和山东
旅游职业学院的2 0余名大学生
一起，以一种别样的形式召开了
一次与“梦想”有关的主题班会。
除了介绍各自的梦想外，学生们
还以绘画的方式表达出各自心
中的梦想。

“我长大了想当个科学家，

还想做一名舞蹈家……”当日
上午，在官庄小学三年级 ( 2 )班
的教室里，一场与“梦想”有关
的主题班会正式开始，2 0 余名
官庄小学三年级的小学生纷纷
主动发言。参加此次班会的还
有来自山东旅游职业学院的 2 0

余位大学生。
“我想当一名航海家，开着

大轮船保卫国家。”在主题班会
上，9岁的李宜坤自告奋勇地表
达了自己的想法。为了能够保

卫国家，李宜坤说要在轮船上
装上大炮，还要买个望远镜和
指南针。与李宜坤不同，袭炳豪
的 梦 想 是 要 做 一 名 长 跑 运 动
员，“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两个馒
头。”袭炳豪说，为了实现自己
的梦想，每次上体育课都要在
操场上锻炼长跑。

小学生的梦想天真灿烂，而
大学生的梦想则充满现实色彩。
不少大学生表示自己的梦想是
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大学生小李表示，“我想到国外
转转，如果能够从事一份与自己
的爱好和专业相关的工作就是
一种幸福，贵在坚持。”

除主题发言外，同学们还
通过做游戏、才艺展示及绘画
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梦想。大
学生小王希望毕业后能从事一
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为此她
在纸上画了一家大酒店，未来
的 自 己 正 在 酒 店 里 做 管 理 工
作；小学三年级的赵茜雅在图

纸上画了一件漂亮的衣服，“我
想做一名服装设计师，我要好
好学习将来读大学，努力坚持
梦想就一定会实现。”4 0余幅梦
想图描绘出了 4 0余位同学的梦
想。同时，主题班会也达成一个
共识：“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为
梦想而奋斗。”

主题班会结束后，施尔明眼
科医院的志愿者还为同学们免
费检查了视力，并为官庄小学的
同学们建立一份视力档案。

当警察

张永安今年上三年级，他最大
的梦想是做一名警察。张永安用彩
笔画了一幅自己穿上着警服的图
画：头戴五角星帽子，手里拿着手
枪，旁边还有一辆闪着警灯的警
车。“我长大的梦想是当警察，把小
偷通通抓起来。”张永安说。

舞蹈家

李贺熙学了一年的拉丁舞，她
的梦想是做一名舞蹈家。13日，在主
题班会上，李贺熙为大家表演了一
段拉丁舞，受到在场同学们的热烈
欢迎。李贺熙说，如果有机会她要登
上舞台，参加舞蹈大赛，让更多的人
看到自己美丽的舞姿。

歌唱家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
膀，带我飞，给我希望……”稚嫩的
童声伴着配乐，美妙的歌声回荡在
教室里。郑睿涵最大的梦想是做一
名歌唱家，在主题班会上，她第一个
为大家献唱。在她的图纸上，用铅笔
画了一个大大的舞台，“我以后要在
这个舞台上唱歌。”郑睿涵说。

当医生

“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医生。”
袭荣威说，医生可以治病救人，是
天底下最好的人。在袭荣威的图
纸上，他用稚嫩的小手描绘着自
己心中医生的形象：白大褂，红十
字帽……

张刚大篷车“筑梦”首站到章丘

“大手拉小手”共绘心中梦

小学生们的梦想格链接

三年级的张永安用彩笔画了一幅自己穿上警服的图画。
本报记者 修从涛 穆静 摄

为儿子他办起自闭症康复中心，现在他又有新的打算———

想为自闭症患者办庇护工厂
本报记者 穆静 实习生 王君庆 张露

儿子查出自闭症

他办起自闭症康复中心
盖家沟是济南重要的物流

集散地，每天行人车辆不断，济
南安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就坐
落在此处。与外面的熙攘不同，
康复中心则是一个“孤独”之处，
那里的孩子患有自闭症，有时即
便是启发上万遍，他们也未必能
说出简单的字词。由仲正是这所
康复机构的创办者。

4月8日下午4点，正值安安
特殊儿童康复中心放学时间，孩
子们由家长领着陆续走出康复
室，由仲站在教室门口，不时与
孩子及家长摆手再见，他还不时

将孩子拉到身边，跟孩子说上几
句话，或者摸摸孩子的头，像一
位慈父。他的儿子，也是自闭症
患者。

“儿子被查出患有自闭症，
我当时就呆了。”2001年，由仲的
儿子安安3岁，被查出患有自闭
症。这一度让由仲心灰意冷，也
让他此后的人生轨迹围绕自闭
症群体展开。

“当时我在香港定居，香港
的公立自闭症康复机构需要排
队等至少两年，于是我将目光转
向了内地，但当时内地自闭症康

复机构凤毛麟角，水平也较低。”
为了儿子，也为了像安安一样的
孩子能接受康复治疗，由仲在香
港申请成立了安安国际自闭症
教育基金会，并决定在内地创办
自闭症康复中心。由仲的祖籍在
山东，他将创办康复中心选在了
济南。

2006年，济南安安特殊儿童
康复中心正式成立，并把康复训
练的重点放在小龄患者抢救性
康复。后来，福建福州和浙江台
州的安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也
相继成立。

康复中心步入正轨

又想建残疾人庇护工厂
“刚开始时得不到家长的理

解和社会的支持，真的很艰难。”
从康复中心创办起姜哿就在此
工作，她见证了几年来康复中心
磕磕绊绊走过的路。“不少自闭
症儿童的家长期望孩子恢复得
像正常孩子一样，但这很难做
到。最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过
放弃。由仲说过，就算只剩安安
一个人，康复中心也要办下去。”

由于内地师资力量不足，康
复中心每年都投入不少资金专
门派老师到香港学习，另外，场
地和设备都需要资金投入。“仅
靠收取的康复费根本难以维持
中心运营，只2009年一年就赔了
62万元。我将以前做生意的积蓄
投了进去，还得想方设法争取资
金支持。”由仲说。

“创办和维持的过程真的很

难，但现在想想，很多事情都很平
淡了。”谈起创办的艰辛，由仲不愿
意多说。他告诉记者，从2010年起，
康复中心受到国家和爱心企业的
扶持力度加大，已渐渐步入正轨。
目前，济南、福州、台州三地的康复
中心共接纳近400名自闭症儿童，
由仲也有了新的目标——— 成立残
疾人庇护工厂，让自闭症患者能够
真正融入社会。

自闭症孩子能融入社会

是所有患者家长的梦想
“我希望在我去世后，安安

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由仲说，让
儿子能够融入社会，这是他最大
的梦想，也是他所接触的自闭症
患者家长的最大梦想。

自闭症患者若融入社会一
般要经过四个阶段：对0到9岁的
进行康复治疗，9到18岁的进行
义务教育，18岁以上的接受就业
培训及进入庇护工厂工作。国内
大部分自闭症康复机构，主要是
针对9岁以下的小龄患者，而对
于大龄患者则关注不够。

“目前，针对自闭症患者的
义务教育、就业培训及就业安排
还都是空白，自闭症患者要融入
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正在
尽我的努力达成这个目标。”从
2006年创办康复机构至今，由仲
接触的自闭症患者不下2000人。
他发现，在接受一段时间的康复

治疗后，不少患者被家长锁在了
家里，与世隔绝。“我一直想创办
一家残疾人庇护工厂，让包括自
闭症患者在内的残疾人能够在
庇护工厂内工作，自谋生路。”

“残疾人庇护工厂要开起来，
离不开对自闭症患者的前期教育
和培训，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因
此，除了申请创办残疾人庇护工
厂，我还在申请针对自闭症儿童
的义务教育立项。”2010年，由仲将
这两个想法落在了行动上。港澳
台地区的庇护工厂做得不错，由
仲每年至少到这些地方考察八
次。另外，由仲一直在向残联及教
育部门提想法、报材料，等待他们
的回复。2012年底，由仲当选为山
东省政协委员，更是利用委员身
份积极提交相关提案。“申请可能
不是那么容易，我已经做好了打
持久战的准备。”

2001年以前，由仲有很多梦想，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奔波。可是，2001年3岁的

儿子罹患自闭症后，他的梦只保留了一个：“让儿子及像儿子一样的自闭症儿

童融入社会。”

为了这个梦想，他创办了以儿子安安命名的自闭症康复中心，为近400

名小患者提供康复治疗。他还打算成立一家残疾人庇护工厂，让自闭症患

者成年后能够自谋生路。

放学了，由仲跟康复中心的自闭症儿童挥手再见。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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