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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4月2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李富荣)

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关注
日”。当日，济宁市群众艺术馆
组织多位非遗传承人，走进位
于二十里铺的嘉华星雨自闭
症康复中心，为患有自闭症的
孩子们带来了剪纸、泥塑、面
塑等精彩的非遗技艺。

“来，孩子们，用你们的小
手慢慢把这块泥巴搓成圆
的。”上午10点，康复中心的几
间教室里，传出了与往日不太
一样的上课声。此时，泥塑传
承人刘瑞东正坐在几个孩子
和家长中间，手把手教给他们
怎么用泥巴做一只小兔子。而
看到普普通通的泥巴也能变
得这么可爱，几个孩子立刻有
模有样的学着捏起来。

但另一旁也有几个孩子，
却无论如何都不肯聆听刘瑞
东的指导。“患自闭症的孩子
就容易这样，注意力很难集
中，甚至会非常排斥这样的活
动。”一位康复中心的老师说。
同样的，在剪纸传承人张跃广
及面塑传承人陈更的课堂里，
有的孩子对剪纸或者面塑表
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有的则完
全像个局外人。可即便如此，
孩子们的一些瞬间却也让他
们动容。

手翻花传承人唐建玲走
出教室，对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说，一开始孩子们叽叽
喳喳没一个听讲的，但当他用
翻花作出一个非常漂亮的花
样时，突然间他们都安静下
来，瞪大了纯净的眼睛盯着我

手中的翻花。那一刻，唐建玲
觉得她从这些孩子眼中，获得
了无法言喻的满足和感动，

“虽然他们患有自闭症，但那
一刻让我意识到，我们一次看
似普通的互动，却带给了这些
孩子们一次难得的快乐。”唐
建玲说。

在这次活动中，康复中心
也正式成为了济宁市群众艺术
馆授牌的济宁市非遗传习基
地。馆长纪文杰欣慰的说，好玩
又有趣的非遗文化虽然没有医
疗功效，但与孩子们的互动可
以为他们闭塞的精神家园打开
又一扇窗。他们也将通过基地
的建立，为更多患有自闭症的
孩子搭建文化桥梁，和他们一
起在享受文化的乐趣的同时，
助力他们快乐成长。

济宁非遗传承人把技艺教给“星星的孩子”

剪剪纸纸、、翻翻花花和和面面塑塑好好玩玩又又有有趣趣

济宁非遗传承人把技艺教给“星星的孩子”。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小爱变大爱，她要温暖更多自闭症儿童

徐徐秋秋玲玲：：让让星星星星的的宝宝贝贝不不孤孤独独

本报记者 马云雪 通讯员
孙强

儿子被确诊为自闭症
她感觉“天”塌了

2日上午，在邹城市钢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楼，走廊
深处一片喧嚣，孩子们的欢声
笑语与墙上精致的儿童手工
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幼儿园里，
这就是徐秋玲的星星宝贝特
殊儿童康复中心。在徐秋玲的
办公室里，一群家长围在里
面，向徐秋玲咨询自闭症康复
的有关事宜，与此同时，徐秋
玲手边的电话一直在响。

“我孙子跟着徐老师4年
了，刚来时哭都没声音，别提说
话了，现在变得非常活泼，也爱
交流了。”60多岁的许先生说，
孩子的父母离异后放弃了他的
康复治疗，但徐老师却苦口婆
心劝许先生不要放弃孩子的康
复治疗。让很多家长没想到的
是，这位坚韧乐观有爱心的康
复中心负责人，却同样也是一
个自闭症儿童的母亲。

12年前，帮忙带孩子的奶
奶一直告诉她，“嘉嘉比别人家
的小孩难带。”不仅语言功能全
失，喊他名字也没有什么回应，
最让徐秋玲郁闷的是，嘉嘉没
有任何安全意识，经常在大街
上乱跑，重复单独的动作。

“起初以为是听力障碍，再
不济也有药物治疗，可谁想到
儿子是被称为‘精神癌症’的孤
独症……”徐秋玲哽咽地告诉
记者，起初她带着嘉嘉在当地
一家医院检查，医生诊断结果
是“疑似发育迟缓”。随后，徐秋
玲又带着孩子辗转了几家济南
的大医院，诊断结果一下变成
了“疑似自闭症”。心怀侥幸心
理的徐秋玲又立马带孩子去了
北京专业医院，在拿到确诊“自
闭症”诊断说明时，她懵了。

“我在医院哭着求大夫给
孩子开点治疗的药物，但医生
简短的告诉我，这个病属于精
神癌症，除了康复训练，无法
药物治疗。”她坦言，当时手里
握着医生开的5瓶智力糖浆，
一下感觉天塌了。看着儿子稚
嫩的脸庞，除了心疼就是无尽
的绝望。

她决心要办康复中心
家长信任撑起希望

“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
贝，每个新生命的到来都有他
的价值，我不能放弃。”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后，徐秋玲辞去
了正在工作，选择带孩子就近
到济南残联儿童康复中心接
受治疗。

“我把康复机构当成了唯
一的希望。”在济南，徐秋玲做
好了长期陪读的想法，为了节
省开支，徐秋玲和嘉嘉就近租
了间房子。那是一间很小的地
下储藏室，一张钢丝床，一个
昏暗的灯泡和小小的窗户。

“有一天，孩子半夜小便，拿起
便盆的瞬间我的脚碰到钢丝
床的铁棍，一下子都被床夹在
了中间，之后的半夜说不出的
委屈。”

在济南的康复日子一晃
将近两年，随后徐秋玲又去了
北京、青岛多地带孩子康复，
就这样长期在外3年多的康复
训练后，整个家庭一下“山穷
水尽”，走投无路之际只能回

到邹城。“3年康复经历让我学
到了很多东西，萌生了要是在
家门口办一家这样的康复机
构，那样会更多本地家长的问
题。”徐秋玲说。

刚开始丈夫和家里人都
不同意，在他们看来，她的一
知半解的康复水平无法支撑
机构运行。但她的这一想法，
却得到了其他病友家长的支
持，这让她看到了希望，并付
诸行动。

2010年10月，徐秋玲高薪
从外地聘请了一名专业老师，
和其他两名家长一起，众筹开
起了康复机构，并取名星星宝
贝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四名
老师，嘉嘉是第一个治疗对
象，每天对他进行高强度地训
练。3个月后，因没有生源，那
两名家长不再投资，机构运转
一下陷入了困境。

“为了吸引更多和我一样的
家庭加入，我邀请了10个孩子免
费康复治疗1个月。为的是让家
长们认可老师的能力，更想让老
师们接触更多类型的孤独症孩
子。”徐秋玲说，一个月的训练很
快就结束了，孩子们都有了很大
进步，家长含着泪花表示感谢，
看到机构运转如此艰难，并且主
动提出缴纳费用。于是，本着公
开透明的支出，徐秋玲的机构在
越来越多家长的信任下，通过众
筹维持了起来，招收的孩子也越
来越多。

遭遇风波又陷入困境
残联助推机构顺利运转

本以为一切进入正轨的
徐秋玲，自问也算是对得起良
心，但没想到更大的槛儿悄无
声息地到来了。

2015年5月，康复机构已
经收纳了37个自闭症孩子，招
聘进来12名老师。“2012年，我
意外怀了二胎，又要照顾孩子
又要管理机构，有点力不从心
了。”徐秋玲感慨，大约两年时
间把精力分散给了老二，机构
的一部分老师心态出现了变
化。开始工作不认真，对徐秋
玲的工作建议爱答不理。终
于，6名老师集体辞职，第2天，
就在机构不远的地方租了新
场地开始布置，一个星期后，

一家崭新的自闭症儿童康复
中心开业。机构的37名孩子一
下被带走了一半，而他们的康
复费用比徐秋玲还要低些。

徐秋玲坦言，她当时每天
试着问自己命中注定是否适
合这项工作，便有了放弃的想
法。尽管还有点舍不得，但她
想到邹城的自闭症工作无论
谁来做，只要用心为孩子们服
务就好。

于是，邹城市残联的领导
了解到情况后，多次劝说徐秋
玲不要轻易放弃。对她来说，
也许坚持下去，会让爱心传递
的更远。随后在邹城市残联的
帮助下，2015年徐秋玲的康复
机构在工商局注册成功，2016
年顺利民政局注册、2017年被
济宁市残联评为定点康复机
构。而徐秋玲的康复机构也从
民办变成了与社区医院合作，
既享受残联的救助补贴，家长
也可享受部分医疗报销，0—7
岁邹城市儿童可免费康复训
练了，一下为所有的有这样孩
子的家庭解了决实际困难。

“有了这部分的保障，我
再也不用为孩子的学费担心
了。没有了更多的担心，更能
让我全身心的投入努力工作，
更不能辜负领导们家长们的
信任与支持。”七年的努力，走
廊里挂满的20多条锦旗是最
好的见证。而星星宝贝康复机
构也从开始的10个孩子发展
到如今的65名孩子。

对于未来，徐秋玲充满了
信心与希望。“我做了一个三
年的发展规划目标，不仅针对
7岁以下的孩子，更为大龄的
孩子拓展社会技能，提高他们
的学业能力培养。”她介绍，以
学龄前儿童为例，一部孩子适
合走融合路线，以社会性，社
会规则上入手。尽快让他们进
入正常学校为重要目的。而对
大龄儿童，未能进入正常学校
者，应该量身定做教学计划，
以自理能力，独立生活能力为
主线，使孩子们习得一技之
长，为下一步社会职能打下基
础。此外，对技能成熟的大龄
儿童，应以培养手工业，服务
业等简单流水线发挥会社会
职能，创造社会价值为主要教
学目的。

有着天使般脸庞，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是来自星星的宝贝。
在邹城市，有这样一名特殊的妈妈，她一度陷入从望，曾带着孩子跑遍全国四处求医、做

康复治疗。从小爱到大爱，她用瘦弱的肩膀撑起小城为数不多的市级定点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这位充满温暖的妈妈就是徐秋玲，她创办的这所星星宝贝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让一群自闭症
孩子不再孤独，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徐秋玲为儿子做康复训练。 本报记者 马云雪 摄


	H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