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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需要更多的爱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无忧
无虑乐陶陶……”内蒙古赤峰市星
之路儿童康复中心教室内，孩子们
欢快的歌声传了出来。在这里，几
位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正在接受康复
训练。在孩子们听到自己的名字并
一一答到之后，康复中心校长王欣
会与他们挨个击掌，夸奖孩子们顺
利完成“任务”。

患自闭症的儿童常被称为“星
星的孩子”，因为他们像天上的星
星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从事特教工作18年的王欣会
眼中，这些孩子们并不特殊，“他们
是众多可爱的小朋友中普通的一
员，我想他们和普通孩子唯一的区
别就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关爱。”

在“星星的孩子”这浪漫的称
呼背后，是自闭症儿童言语发育迟
缓、人际交往障碍以及行为方式刻
板等残酷现实。“虽然自闭症的病
因至今是个谜，但通过及时、正确
的康复训练，很多自闭症儿童能够
正常学习和生活。”通过康复训
练，看着这些孩子逐渐进入社会步
入正轨，是王欣会最大的快乐。

从招收第一名自闭症儿童，到
如今每年为近200个孩子进行康复
训练和教育，18年来，王欣会在守
护孩子们的路上多了很多同行者。
如今，她所在的康复中心专业老师
已增加至近百人，长期服务志愿者
3000多人。

“孩子们的训练过程漫长且艰
难，但每天看到孩子哪怕一点点的
进步都是莫大的激励。”这些年，
王欣会习惯把带孩子的方法和心得
体会都以小结的形式记录下来，

“一年一个孩子要记录 20多本。”
办公室里一摞摞记录本，见证着她
10多年来的积累和成长。

除了跟孩子们朝夕相处，与自
闭症儿童的家长们交流也是王欣会
和同事们的重要工作内容。“除了
倾听他们的难处，我也从他们身上
感受到了很多的温暖。”王欣会说。

王欣会记得，一个冬天的傍
晚，天空飘着鹅毛大雪，一位家长
等在门口，见到王欣会，她赶忙迎
了过去：“这大米是我们自家种
的，蒸出来香。知道您胃不好，这
个适合您吃。白天我没敢送进来，

东西不值钱，怕人家笑话。”王欣会
说，那一刻她体会到了人心换人心的
感动。

“每次看到家长第一次听到自己
家孩子说话那种喜极而泣的表情，我
们都跟着激动。”王欣会说，那种幸
福感和成就感也许只有特教老师才能
体会到。

7岁孩子的第一声“妈妈”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王欣会
带着自闭症孩子们的画作来到北
京，呼吁社会给予自闭症儿童更多
的关注。

孩子们的画作中有对冰雪运动
的渴望，有对老师和家人的感恩，
也有对日常生活的点滴观察……

“这些都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他们
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融入社会。”提
起这些孩子，王欣会滔滔不绝。10
多年来，在她和同事们的关爱与陪
伴下，越来越多的自闭症家庭正在
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王欣会大学时学的是英语专业，
对于“星星的孩子”，她几乎毫无概
念，守护这些孩子更不在她的人生规
划之中。“如果不是恰巧遇到了阳
阳，或许我会有着完全不同的人
生。”王欣会笑着说。

创办一家早教中心一直是王欣会
的梦想，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实现了
这个梦想。这时，一个名叫阳阳的孩
子引起了她的注意。

“阳阳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
玩，不哭也不闹。”这是王欣会第一
次近距离接触自闭症孩子，“阳阳妈
妈和我说从没听过孩子叫妈妈。她告
诉我，如果有一天她要是离开人世
了，一定会带着她的孩子一起走，因
为她不知道能把孩子托付给谁。她说
这些话的时候很平静，但是我听得泪
流满面。那种绝望无助的眼神，我现
在还清楚地记得。”

和阳阳妈妈的这次交谈，让王欣
会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走近自闭症孩子，给他们的家庭
带去希望。

“那时候对自闭症不了解，工作
之余基本上都在查资料看书学习，想
尝试着帮助阳阳。”此后，王欣会开
始给阳阳进行一对一教学。

“一开始就是多和他说话，试着
训练他的语感，没想到过了不久，奇
迹出现了。”多年后，王欣会再想起

阳阳的那声“妈妈”，就像发生在昨
天。“阳阳第一次说出‘妈妈’，我整
个人蒙了，让他再说一次，过了一会
儿，他又叫了一声‘妈妈’。”王欣会
激动地把孩子揽在怀里，“当时眼圈
一下就红了，对孩子和他的家人来说
太不容易了。”

当时刚步入社会不久的王欣会没
想到，正是这一声“妈妈”，让她日
后为“星星的孩子”付出了几乎全部
的热忱，也让她变成了更多自闭症孩
子的“妈妈”。

“既然决定开始做，就想认认真
真地做下去，愿做一缕光，照亮更多

‘星星的孩子’。”2004年，王欣会带
着特教中心的5位老师前往北京、深
圳等地虚心求教。“凡是网上能查到
的自闭症教育机构我们都走遍了，其
余时间，就泡在大城市的图书馆，开
馆进去，闭馆出来，把所有自闭症相
关的书都读遍了。”王欣会说。

一边学习自闭症儿童康复教学的
基本方法和技巧，一边扩充团队，吸
纳更专业的自闭症康复师，一年后，
王欣会终于把最初的早教中心正式
转变为自闭症康复中心。

“再难也总得有人去做”

康复中心走廊的照片墙上，孩
子们毕业时的开心笑脸被永远定格
下来。每一次离别，王欣会心里总
是充满牵挂与不舍。

对于孩子们而言，毕业意味着
一个阶段的康复课程结束，但他们
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
面，自闭症孩子们难以融入社会；
另一方面，即使自闭症孩子康复完
成后进入了幼儿园普通的班级，有
时候也会遭到其他家长的反对，这
也需要对大众有进一步的知识普
及。”王欣会说。

2007年 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
议，从 2008 年起，将每年的 4月 2
日定为“世界自闭症关注日”，以提
高人们对自闭症患者的关注。2019
年“世界孤独症日”的主题，王欣
会记得很清楚：“消除误区、倡导全
纳”，这也是她这些年在全国两会上
奔走呼吁的重要内容。

“在调研中我发现，由于自闭症
儿童康复周期较长，且至少需要父
母一方的陪读，很多家庭都承受着
比较大的经济压力。虽然国家对自
闭症儿童有康复补贴，但仍然不
足。”为此，全国两会上，她提出将
自闭症儿童康复补贴标准提高至每
人每年 1.5 万元至 1.8 万元的建议，
经国家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后被采
纳，自2019年起，内蒙古等地补贴
标准提升至1.5万元，部分沿海地区
提升至1.8万元。

“康复补贴训练标准的提高为更
多自闭症儿童家庭减轻了负担，我
很开心。”王欣会说：“建议被采
纳，也让我感受到作为一名人大代
表的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在康复中心，很多孩子来自偏
远的农村，家境困难。感动于王欣
会的真诚，很多爱心人士和企业纷
纷为孩子们捐出善款，王欣会个人
也坚持每年资助困境自闭症儿童10
余人，很多孩子从中得到了帮助。

“这些年学校已经累计为千余个困境
家庭自闭症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王
欣会说。

“这18年确实挺难的，也很累，
但是再难也总得有人去做。”王欣会
说，“社会各界真正理解、尊重、关
心、关爱自闭症儿童，这是我们所有
从事特教的人共同的心愿。我们就希
望通过努力，能让更多的孩子融入正
常的环境中，回归到正常社会，让他
们最终都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愿做一缕光愿做一缕光，，照亮更多照亮更多““星星的孩子星星的孩子””
本报记者 郭 帅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
县，这里有上天赐予的风格独特的秀
美山水，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从县
城出发，往西北方向的深山里走，穿过
层层叠叠的峰林，蹚过清透如镜的溪
水，大约20多公里处就是六也乡。

这里，有一个叫茶油村的地方，山
脚下，有一栋两层小楼，二楼栏杆处的
蓝色牌匾格外醒目，上面写着“绿叶爱
心家园”。爱心家园的主人，叫唐翠玉。

一头短发，身材清瘦，55岁的唐
翠玉总是一身瑶族服饰。近20年来，
她已义务帮扶了近百位病残孤寡老

人，还帮助了68名困境儿童。
2011年4月的一天，有位老人到

唐翠玉的小店买东西，转身刚走两步，
就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唐翠玉急忙将
老人背到村里的卫生所检查，村医建
议立即送往县医院救治。

唐翠玉当即叫了一部农用车将老
人送到县医院。“当时老人已经失去意
识了，我就一直在医院陪护他。”4天
后，老人终于醒来了，却说不出自己的
名字和住处。唐翠玉经多方打听后才
知道，老人名叫韦寿乐，年轻时到外地
做上门女婿，几十年没回过老家，如今

孤身还乡，但家里的亲人都已经离世，
老房子也倒塌了。

韦寿乐出院后，唐翠玉为老人搭
了一间简易房，还帮他购置了基本的
生活用品，让他有了一个安身之所。此
后，唐翠玉经常给老人送去生活用品，
还帮他挑水洗衣、打扫卫生。

韦寿乐患有冠心病等多种疾病，
每次发病，都是唐翠玉租车将他送到
医院，并支付医疗费。不仅如此，她还
要在家庭和医院之间两头奔波，忙得
不可开交。

2013年1月，唐翠玉在医院照顾
韦寿乐时，因体力不支摔倒，造成脊椎
骨断裂，当即被推进了手术室。丈夫见
了，又是担忧又是心疼，忍不住说：“天
天来回跑，干脆你把他们接到咱自己
家算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唐翠玉闻言
内心一亮：“把那些需要照顾的老人集
中起来，不仅方便，还能照顾更多人。”

说干就干。借钱，换地，找工程队，
挖地基……几个月后，两层小楼在小
超市后面拔地而起，“绿叶爱心家园”
诞生了。

走进“绿叶爱心家园”宽敞整洁的
房间，很多老人流下了眼泪，哽咽着
说：“翠玉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女
儿。”

此后，越来越多人知道茶油村有
个“爱心家园”，总会有人打电话来求

助或提供“线索”，而唐翠玉得知后，不
论多远，都要亲自上门探视。

此后，她的足迹越走越远，不知不
觉中走过了周边16个乡镇的近200
个村，先后把19位老人、残障人士接
进爱心家园。

为了有能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2014年春，唐翠玉到南宁学习现
代养殖技术，回来后，她贷款创建了玉
丰农场。后来，她又借助县里的优惠政
策，筹资100多万元，创建了大化爱心
种养专业合作社，先后养鸡7万只，黑
香猪3000余头，肉牛300头。从此，她
的爱心事业有了更多的经济支撑。

有了更多的经济来源，唐翠玉又
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困境儿童，“他们
无助的眼神，我实在看不得。”

有一个名叫蒙烨的孩子，父母均
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一家人的生活十
分艰难。唐翠玉得知后上门走访，当她
听到上初二的蒙烨动了辍学的念头，
立即决定帮助他。她告诉蒙烨只需安
心读书，不用担心学费的事，“在大山
里，只有读书才能找到出路。”此后，她
一直资助蒙烨，直到他大学毕业。

迄今为止，唐翠玉已经帮扶、资助
了68名困境儿童，他们当中有37人
顺利考上了大学，从此改变了命运。

在唐翠玉的精心照顾下，爱心家
园的老人们身体与精神状态都有了很
大的改观。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里就
是他们的家，而唐翠玉就是他们的女
儿。回首这些年走过的路，唐翠玉说：

“只有帮助他们，我心里才觉得踏实，
看着他们过得好，付出多少都值得。等
哪天我做不动了，希望有人能接过接
力棒。” （袁霖）

“帮助他们，我心里才踏实”

这些天，贵州省独山县益加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理事长韦腾境正在筹备一
场义诊活动。策划、筹备、执行公益活动
是韦腾境再熟悉不过的工作日常。今年
是35岁的他从事公益服务的第10个
年头。“做公益最大的收获，是给受助人
带去温暖和希望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
很多的感动与启示。”韦腾境说。

2012年的一次意外，让韦腾境永
远失去了自己年仅2岁的儿子。为了缓
解心中巨大的伤痛，他开始把目光投向
公益活动。“想把对孩子的爱以这样的
方式延续下去，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2013年，他正式加入江苏常州一
家爱心公益服务中心，成为一名志愿
者。除了工作外，他把所有空闲时间都
放到了公益活动中。

“前面几年，一直在长期照顾两位
残疾人大哥，只要他们有事，就过去帮
忙。到了周末，会带他们到附近去转
转。”3年的时间，韦腾境和两位受助人
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帮助他们的
过程中，自己也获得了很多心灵的慰
藉。”

2015年，韦腾境的第2个孩子出
生了，为了照顾孩子及远在家乡的父
母，他回到独山县，继续奔走在公益路
上。这时，一个想法在他心底萌生：成立
一支属于自己的公益队伍。

说做就做，办公室在家乡很快设立
了起来。“开始就我们夫妻两个人，办公
室里只有两套旧桌椅。”韦腾境说，尽管
如此，他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此后，他
开始骑着摩托车走村串户，了解当地困
境儿童情况，同时招募志愿者，号召更
多爱心人士一起关爱困境儿童的成长。

通过2年多的努力，韦腾境动员爱
心人士持续参与资助了30余名困境家
庭的中小学生，为他们筹集学习用品
等，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安心学习，在社
会关爱中健康成长。

随后，韦腾境又把目光投向了留守
儿童。“孩子们长期不在父母身边，太需
要倾诉和关爱了。”2018年，韦腾境了
解到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在建设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主要开展乡
村留守儿童的持续关怀及陪伴。韦腾境
立即与基金会联系对接，递交材料等待
审核的日子对他而言格外漫长。不久
后，好消息传来，他为黔南州平塘县大
塘镇云上社区的儿童争取到了第一个
儿童服务站。

初建站时，由于站点地处偏远山
区，一时招募不到合适的志愿者，韦腾
境就动员妻子、女儿一起住进了服务
站。从此，他们成了30多个留守儿童的

“父母”，辅导孩子们做作业、一起做游
戏、一起做饭……夫妻俩像陪伴自己女
儿一样陪伴和关心着这些孩子，“甚至
比陪我们女儿的时间更长。孩子们都很
乖，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韦腾境说。

夫妻俩的尽心尽力，孩子们看在眼
里，对他们也愈发依赖。有时，孩子不经
意间叫错的一句“爸爸妈妈”，总是让夫
妻俩热泪盈眶，“这是孩子对我们的肯
定。”

这些年，韦腾境先后荣获“全国最
美志愿者”“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很
感恩这些肯定，让我更坚定了前行的
路。”他说，10年公益路最大的收获不止
于此，而是越来越多身边人更加理解和
支持自己做公益，同时收获了越来越多
同行的志愿者伙伴。

2019年，韦腾境又在独山县周边
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争取建设了两
个“益童乐园”儿童服务站，从此，夫妻
俩多了更多的孩子，他们也更加忙碌
起来。

对于家人，韦腾境的内心一直充满
愧疚，“同学们早就买了房和车，自己还
带着家里人租房住，陪伴他们的时间也
很少，挺亏欠他们的。”但妻子和女儿却
一直用自己的行动默默支持着韦腾境，
只要有时间，她们总会陪伴韦腾境一起
从事志愿服务活动。

谈及未来，韦腾境坚定地说：“志愿
服务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想
做的事，以后要一件件实现。未来希望
有更多的人能加入我们，让爱在志愿服
务路上延续下去。”

“全国最美志愿者”韦腾境：

让爱在志愿服务路上延续
本报记者 郭 帅

本报讯（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郭建光）河南省驻马店市残联日前在市
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举行“关爱你我
他 温暖千万家”活动，向全市重度残疾
人托养中心发放爱心健康护理包。

据悉，这批爱心物资是由驻马店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向全市115个重度
残疾人托养中心捐赠的1200个爱心
健康护理包，护理包内含酒精、体温
计、医用防护口罩、药品等生活中需常
备的健康用品及防疫用品，满足了托

养残疾人生活中的小伤小病、日常护
理以及防疫需要。同时，驻马店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向该市康复辅具协会捐赠
现金40万元，用于开展学术交流、培
训教育、康复辅具科普与服务等工作。

时任驻马店市政协副主席、市残
联理事长张银良表示，要进一步引导
社会各界关注与支持残疾人事业，营
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浓厚社
会氛围，切实增强残疾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河南驻马店向重度残疾人发放爱心包

本报讯（记者 顾磊）1月4日晚，
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等联合发
起的“名医助村医”公益直播活动正式
上线，首场直播中，来自湖北、广东、山
东等地的4位医疗专家分别从不同角
度，就基层医生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
情、如何对重点人群进行诊断治疗等
内容进行直播讲解，来自全国各地的
数万名村医观看了直播。

据了解，抗疫中的村医需要帮

助。在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指导下，友
成基金会等发起的“名医助村医”项
目计划在元旦到春节期间，邀请一批
拥有抗疫经验、有基层支医或帮扶经
验且乐于、善于助力农村地区抗疫的
医疗专家根据各自擅长的领域，以直
播、短视频、系列讲座的方式为村医
详细讲解应对新冠疫情可能会面临的
各种问题，真正做到科学防疫、冷静
抗疫、精准照护。

“名医助村医”公益直播正式上线

为传承民族文化，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
高峰乡小学、大姚县昙华完小、武定县香水中心小学等中小学校近日纷纷开设
寒假公益课堂，把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彝剧传习所等“搬”进校园，让孩子们
感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他们的心中播种传承民族文化的种子，激
发了孩子们热爱家乡、热爱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图为武定县香水中心小学学
生参加彝族装饰纹样创作公益课。 叶建芸 摄

公益课堂公益课堂““点亮点亮””多彩寒假多彩寒假

暖心故事
nuanxing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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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赤峰市政协委员王欣会是赤峰市

星之路儿童康复中心校长，多年来致力于为自闭症儿童提供

康复服务，努力帮助他们和同龄人一样，进入普通幼儿园或

小学就读。18 年来，她用青春和爱守护着“星星的孩子”，

累计为近千名符合条件的自闭症儿童提供免费康复服务。

图为王欣会 （左） 参加调研活动时，和孩子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