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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名名自自闭闭症症患患者者正正式式就就业业
实现德州自闭症者就业零突破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李榕
刘潇) 连日来，德州高考学

霸李智超和患病母亲张洪梅
“爱的谎言”的故事感动众人。6
月27日一经本报报道，引发社
会各界强烈关注。目前，张洪梅
已经在天津接受更专业的治
疗，这一家人暂时度过难关。7
月4日，李智超一家专门通过本
报，向政府部门和社会上的爱
心人士表示深深的感谢。

为了让儿子李智超安心高
考，张洪梅在得知自己患了白
血病后，偷偷隐瞒实情。不承
想，懂事的儿子早在高考前无
意间知晓母亲的病情，为了不
让母亲担心，他未将“谎言”揭
穿。高考成绩公布后，不负众望
的李智超考了692分，取得德州
理科第一名，有望考上北大。但
学费及母亲后续治疗费曾是一
家人的“心病”。

6月27日，李智超的情况一
经本报报道，迅速引起社会各
界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6月
28日，德州一中新校区高三年
级主任康荣光及李智超的班主
任刘书新，代表德州一中将老
师们自发组织的捐款一万余元
送至李智超手中，后续捐款也
将及时汇入其账户。

而在得知李智超一家的情
况后，乐陵市云红街道、乐陵团
市委、乐陵市妇联等部门，第一
时间送去慰问金；乐陵市青年
企业家联合会承诺承担其大学
至研究生期间的学费；教育部
门也表示可以为其办理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

“待李智超拿到入学通知
书后，我们将首先为其办理生
源地助学贷款8000元，解决他
的学费和住宿费问题；帮助他
申请‘泛海助学’资助金5000

元，解决其部分生活费问题，其
他自主政策入学后将在大学申
请。”乐陵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称。据悉，6月30日，
在得知李智超母亲病重后，乐
陵市教育局局长韩文龙责成资
助中心工作人员到李智超家走
访，告知其可以享受的大学资
助政策，确保其顺利入学。

自从李智超的报道见报以
来，各方而来的善意伴随着关
注接踵而至。“这几天朋友圈里
全是李智超的报道，读着读着
文章，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了，
大家也都想能给他们一家点帮
助。”一位乐陵的市民这样描述
着乐陵普通市民的关注。也有
朋友圈里的好友看到转发的报
道后，通过微信转来数笔善
款……来自各界的善意就这样
一点一点的默默汇集，动容着
一座城的牵挂。

目前，李智超的母亲张洪
梅，正在天津血液病医院接受
治疗。7月4日，记者从李智超父
亲李振金处了解到，目前张洪
梅病情较为稳定，处于基础消
炎和化疗阶段。“一次化疗需要
8天时间，基础消炎要持续整个
治疗过程。下一次化疗大概在
一个月之后，是否能够进行骨
髓移植，还要看身体恢复情
况。”李振金说。

采访过程中，李振金一家
一再向各级领导及社会好心人
表示感谢。“虽然已经通过媒体
发布停止捐款，但爱心捐款仍
在持续。这笔钱一定会定向用
在 孩 子 学 费 和 妻 子 治 疗 费
上。”李振金说。李智超也表
示，将不辜负各级领导和所有
关心自己的好心人的期望，发
奋图强，将来学有所成，回报社
会，报效祖国。

“人生难题 答出高分”后续报道>>

李李智智超超一一家家特特意意感感谢谢政政府府和和好好心心人人的的帮帮助助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李榕) “我们百年之

后，谁可以照顾我的孩
子？”自闭症患者的就业
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广泛
关注。7月 5日，记者了
解到，目前德州共有两
名18岁以上的自闭症患
者成功全职就业，实现
了德州自闭症者就业零
的突破。但企业接纳度
不够等，仍是自闭症患
者就业面临的最大难
题。

7月5日上午9时许，
在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
司的车间内，18岁的元
元和26岁的明明正在各
自的工作岗位上专注地
工作着。

元元从事的是递袋
工种，捡袋、倒手、递袋，
这样重复而枯燥的工
作，对于元元而言却是
异常顺手。“他干活精
细，在学校时最擅长刺
绣、编织等手工制作。”
德州市新语特教学校校
长李国俊说，明明因为
个头高、力气大，在公司
内主要从事搬运工种。

“他们的表现很好，
自闭症人群固有的刻板
行为，反而让他们在工
作中更专注、认真。”李
国俊说，自闭症人群在
人际交流等行为模式上
的确与普通人存在不
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们没有就业能力。一方
面，自闭症患者分为高、
低两种功能者，部分自
闭症人群通过早期干预
和康复治疗等，行为方
式可以得到较大改善；
另一方面，自闭症人群
的刻板行为，在工作中
完全可以加以利用，从
而转化成优势。“比如，
就业后稳定度高，遵守
作息，不请假，做事勤
快，比一般人卖力，对单
纯性反复操作的工作不
嫌烦等。”

据了解，目前德州
市新语特教学校内共有
130余名自闭症患儿，最
小的仅有两周，最大的
32岁，明明和元元是学
校内仅有的两名成功就
业的。

“从现状看，成年自

闭症患者的就业情况不
容乐观，表现为就业率
低、就业面狭窄。企业接
纳度不够、相关政策倾
斜度有待提高等，仍是
自闭症患者就业面临的
最大难题。”李国俊坦
言，对于相当一部分的
成年自闭症患者而言，
一旦从学校毕业将面临
着“逐步与社会隔绝”的
尴尬局面，这也就造成
了学校常年处于“学员
饱和”状态。“大的出不
去，小的进不来。归根结
底还是‘学校’与‘就业’
这个环节断档造成。”

在李国俊看来，元
元和明明两人就业的示
范意义大于本身的意
义。但是，对于大多数单
位来说，接受一个自闭
症员工还是比较困难。

“要让更多企业敢于雇
佣自闭症人群，除了给
予税收优惠等扶持，更
要打消企业用工的顾
虑。而有针对性的就业
辅导支持，可以很大程
度上帮助企业免于顾
虑。”

三岁被“宣判”患自闭症

与每一位期盼小生命降临的
年轻父母一样，2000年的盛夏，怀
胎10个月的张风玲仰着脸问丈
夫：“希望孩子未来什么样？”

“健康，快乐。”
没想到这个梦很快就破碎了。
两岁多的元元没有语言，不

会与人沟通，总是重复刻板动作，
连眼神交流都不会。“最初只是以
为男孩子说话晚，从未想过他会
患病。”元元三岁时，在济南、北京
等地辗转了几家医院后，张风玲心
底一直隐隐浮现的答案终于被医
院证实——— 儿子有自闭症倾向。

“内心像被掏空了似的，只有
绝望。”对于14年前的那一幕，张
风玲依旧历历在目。“天天恨不能
以泪洗面，最痛苦的时候甚至想
过和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而元元，依旧一个人抱着心
爱的玩具趴在床上，偶尔发出几
声旁人无法理解的“非正常语
言”；时而坐在地板上，一遍遍重
复排列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

在北京就治了三个月后，张风
玲意识到，元元或许不能像其他孩
子一样正常成长，不能去普通学校
上学，甚至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

清楚记录每一点“温暖进步”

2005年3月5日，张风玲将元元
送进了新语特教学校，开始了艰
难地康复治疗。

她不停地搜寻关于“自闭症”
的任何信息；她四处奔走，结识并
走近更多自闭症儿童的家庭；她甚
至不停地反复问自己：“我可以做
什么？”

她清楚地记得关于元元的每
一点“温暖的进步”：

他可以清楚地喊出“妈妈”、
“爸爸”，他对叠字很敏感；

他可以自己吃饭、穿衣，自理
能力在一点一点提升；

他能够平稳地控制自己的情
绪，甚至学会了“偷懒”……

元元每一个让人惊喜的信
号，都成了一家人欣喜的源泉。

“孩子就业比中大奖都兴奋”

2017年6月29日，对于张风玲
一家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
子。这一天开始，元元有工作了。

“从来没敢奢望有一天他可
以拥有一份工作。”7月5日上午7
时40分许，张风玲和丈夫一同送
元元来到位于双一路上的德州东
方食品有限公司上班。“不同于以
往送他去康复学校，这种感觉比
中了大奖还要兴奋。”

走过长长的楼梯，拐进二楼
的车间，元元径直走到自己的工
位上。白T恤，黑短裤，配上招牌
式的笑脸。若不是有人刻意提醒，
你很难将他与“自闭症”联系在一
起。

见到采访的一行陌生人，目
光随即躲闪开去，略带腼腆地低
头继续工作，和每一个内敛的普
通少年无异。捡袋、倒手、递袋，这
样重复而枯燥的工作，对于元元
而言却是异常顺手。

“很知足，现在亲戚朋友都亲
切地喊他‘大工人’。仿佛看到了
希望。”张风玲说，现在元元每个
月可以领取1470元工资，单位缴
纳五险。她最大的愿望是在自己
老去之前，最终使元元真正融入
普通人的世界。“希望社会对这个
群体再多一点接纳，盼望他们有
一天真正融入社会。”

本报记者 李榕

妈妈妈妈眼眼中中““元元元元的的就就业业路路””

特特写写

7月5日，明明正在老师的协助下进行工作训练，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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