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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北京市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北京市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

为为““星星的孩子星星的孩子””点亮希望暖灯点亮希望暖灯
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虽然

看得到、听得见、感受得了，但在
生活中较难准确地控制肢体、表
达意思、传递情感。他们被称
为自闭症或孤独症儿童，由于
他们总是藏起来“独自闪烁”，
故也被形容为“星星的孩子”。

我国“星星的孩子”有多
少？在4月2日世界孤独症日
这天，一组数据出现在多个媒
体平台：中国孤独症发病率达
0.7%，目前已约有超1000万孤
独症谱系障碍人群，其中12岁
以下儿童高达200多万。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为融
入社会努力改变的孩子，是一
位位寻求帮助四处奔走的父
母，是一群群不畏艰辛默默奉
献的特殊教师（以下简称特
教）。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走
访获得过第四届北京市社会组
织公益服务品牌铜奖的北京市
平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七彩阳光康复中心，探寻
发生在特教和孤独症儿童之间
的故事。

以耐心和共情“破冰”

七彩阳光康复中心虽然不
算太大，却是117位孤独症儿
童的第二个家。2015年至今，
在该中心累计收训的400多名
特殊儿童（多类型）中，已有50
余名成功进入幼儿园和小学接
受普通教育。

中国城市报记者走访期间
发现，一位正和特教做游戏的
女孩突然给了特教一记“耳
光”。但特教似乎习以为常，揉
了揉脸后，游戏训练继续进行。

“她并不是真地要打，只是
控制不住力度。她内心想抚摸
你，表达心中的兴奋和对你的
喜爱。”该特教解释，在康复中
心，类似的事层出不穷，耐心、
共情、理解是陪伴这群孩子最
基本的素养。

在七彩阳光康复中心，每
个孤独症孩子的症状都不相
同，如有的孩子因语言表达不
畅，致使尿急时随地解决。所
以教室门后总挂着毛巾、摆了
盆子，便于特教尽快清理。此
外，教室窗户经常打开，也是为
保持空气流通，清除异味。

诸多特教中，七彩阳光康
复中心负责人王晓悦被孩子们
亲切地称为“王妈妈”。“她带孩
子很有耐心和办法。”不少特教
这么形容她。

10岁女孩丫丫（化名）5年前
刚来康复中心时，总躲在桌子底
下哭，谁哄都不愿出来、不肯说
话。王晓悦知道这是因为爸妈
不在身边，丫丫心里害怕所致。

“才几岁的孩子，我们不能
用成年人的方式对待她。”看丫
丫哭得厉害，王晓悦心疼不已。
于是，她也趴在桌下，拿出小玩
具、小零食，吸引丫丫的注意。

丫丫情绪虽然稳定了，但
依然不肯出来跟大家玩，每天
走进教室还是第一时间抱着洋
娃娃钻到桌子底下，泪眼婆娑
地望着外面。每到这时，王晓
悦二话不说，跟着就趴了进去，
陪着丫丫，给她讲故事。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有一
天，丫丫看着埋头努力钻进桌
子来的王晓悦突然开口说话，
第一句就是“妈妈”。然后，她
的两只小手跟着伸了过来，搂
住王晓悦的脖子。

王晓悦的眼泪当时就流了
下来，她紧紧抱着丫丫不知说
啥。就这样，丫丫终于敢和其
他老师、小伙伴一起接受训练、
做游戏，王晓悦也收获了“王妈
妈”的昵称。“这是我从事该行
业以来最大的收获。”王晓悦时
常这么说。

“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被问到为何走上帮助孤独

症儿童康复这么一条路时，王
晓悦称，这与她儿时经历有密
切关联。

“我13岁就接触到孤独症
患者，他是我哥哥。”王晓悦回忆
时说，“哥哥打小就和别的孩子
不一样，常常待在角落里，下一
刻忽然变得狂躁，见人就打，被
打得最多的就是我和父母。”

有一次，哥哥突然把年少
的王晓悦推倒在地。王晓悦刚
爬起来，哥哥却突然摇着头说：

“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溜烟
跑没了影。

心急如焚的王晓悦与父亲
找了一村又一村，都没见到哥
哥的影子。突然，他们发现远
处农田边的泥巴地里，有个人
正弓着腰在那爬着。王晓悦一
个箭步跑过去将他扶了起来
——那人正是自己的哥哥。

当时王晓悦的哥哥已满身
是伤，双手紧紧抱着头不敢睁
眼。“那些伤是哥哥发病后到处
乱跑，被人用鞭子驱赶时抽打
的痕迹；是他找回家路时，被
野草刮出来的血道子。”王晓
悦说。

找回哥哥后，王晓悦决定
要学着照顾他。从吃饭穿衣到
洗脸刷牙，7年时光，在王晓悦
的陪伴下，哥哥慢慢变得平静、
温柔，可以自理、自立。看到哥
哥的进步和变化，王晓悦暗下
决心，一定要学好康复知识，帮
助像哥哥一样的孩子康复，让
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说起容易做起难，对于民
办康复机构而言，经费来源是
首要问题，“康复一个孩子就是
拯救一个家庭。尽管国家相关
补贴不断提高，但对一些低保
户、低收入户而言，还是有着巨
大的经济压力。”王晓悦说，每
次看到送来的孩子和他们父母
孤立无助的眼神，她就会想起
自己的哥哥和父母。

王晓悦不愿看到她当年的

经历重现在别的家庭。于是，
她不断降低康复中心的训练、
教育价格，迄今为止对低保户、
低收入户减收、减免康复费用
达300万元之多，并定期组织特
教团队为平谷区儿童福利院的
9名孩子开展免费上门送教。

疫情较严重的那3年，王
晓悦每天一早睁眼想的第一件
事就是康复中心的房租、教师
工资以及各种费用从何而来。
为了节约支出，中心的保洁、整
修等活，都是王晓悦和其他特
教自己动手干。

尊重是最好的良药

如今的七彩阳光康复中
心，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
下，经费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
的解决。王晓悦和她身边特
教、孩子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
她也因此获得“北京榜样”“北
京十大社区感动人物”等荣誉
称号，并被“北京榜样”组委会
邀请前往全国各地宣讲。

4月2日虽是世界孤独症
日，但对于患者来说，受病症影
响的日子并非只有一天。王晓
悦等从业者希望媒体能够多关
注、报道，向人们普及孤独症的
相关知识。

“孩子2到3岁时，如果出
现长时期与家长对话不顺的情
况，就应该注意了。”王晓悦谈
到孤独症儿童早期出现的症状
时如是说，“患有孤独症的孩子
走、跑、跳、蹲、坐等方面都没问
题，也能够参加小朋友之间的
活动，但语言逻辑能力较弱，
通常是你说什么、问什么，他们
就学什么、答什么。此外，他们
记忆力很好，新字很快就能记、
会写，但很难掌握正确运用的
方法。”

王晓悦认为，对于孤独症
儿童，应早发现、早干预、早治
疗。3岁前是孤独症儿童接受

干预辅导的黄金期，因为这个
年龄段正是孩子锻炼发音、学习
讲话，以及培养行为控制能力的
时候。“虽然我在很多专家交流
会上没听到过关于孤独症完全
治好的信息，但实际上一些症状
发现早的孩子，经过系统培训可
能不到一年就能有较好的恢复
效果。即便他们和同龄儿童相
比尚有些许差距，但基本可以正
常生活、学习。”她说。

围绕政府和社会层面进一
步推动孤独症儿童保护和帮助
事宜，王晓悦坦言，场地、补贴，
以及特教群体培养、孤独症儿
童成年后就业等，都是目前存
在的现实问题。“我们正面临场
地可能被租方收回的窘境，也
不知道孩子们以后的‘新家’在
哪儿？”王晓悦表示，中心现在
所处的已经是8年内第3次搬
迁的场地。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社会
上仍有某些声音把孤独症儿
童称为“智力低下群体”，这导
致孤独症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受
到二次伤害。“孤独症儿童发
病时，有时哭闹、有时躲藏、有
时自残，但从本质上来说，他
们是聪明和有自尊心的人。”
王晓悦说，为了帮助孤独症儿
童早日融入社会，七彩阳光康
复中心的特教经常带孩子们走
上街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
一些人不是用异样的眼光看
待，而是给予一个微笑，相信患
有孤独症的孩子会恢复得更快
更好。”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 全亚军图

结束采访时已近黄昏，窗
外下起滂沱大雨，接孩子放学
的家长一个接一个。王晓悦站
在教室门口目送他们远去。直
到临近关门，一个艰难踩着单
车的瘦小身影才慢慢进入王晓
悦视线。

“妈妈！”来的是王晓悦12
岁的大儿子子烨。王晓悦一边
招手，一边扭过头去擦拭眼
睛。“我照顾着 100 多个孩子，
却没办法在大雨天去学校接自
己的儿子……”她喃喃自语。
子烨上前搂着王晓悦安慰道：

“比起我，那些孩子更需要妈妈
的爱和照顾。”

从10岁开始，子烨就学着
照顾妹妹。王晓悦时常从儿子
身上看到自己年少时照顾哥哥
的影子。记者深感，正是家人
的支持、爱心的传递，才使王晓
悦有底气、有志气把事业坚持
下去，并不断影响更多人投身
其中，为孤独症儿童康复奉献
自己的青春年华。

4月2日，在北京市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举行的关注

“星星的孩子”公益捐助活动上，爱心人士为孩子们赠送画册和

画本。

4月2日，在北京市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举行的关注“星

星的孩子”公益捐助活动上，爱心人士、中心工作人员和孩子们

一起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