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了才能看见希望”

这个暑假，由仲格外地忙。
身为山东省政协委员、中国残联

主席团委员的由仲，也是安安孤独症
教育机构创始人，近20年来，他一
直在为孤独症群体奔走呼号。

“安安”，是由仲的事业，也是儿
子的名字。安安今年25岁，因为当
年没有合适的机构错过了最佳的康复
时间。“现在自理能力和情绪管理都
还可以，但语言发育错过了最佳康复
时间。”由仲说。

年仅3岁的安安刚被确诊为孤独
症时，由仲对这个疾病完全没有概
念，甚至“没当回事儿”。但他没想
到，孩子的这个病将改变他未来的人
生轨迹。

20世纪90年代，由仲原本在香
港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因为儿子安
安，他放弃了高薪工作，陪儿子踏上
了治病之旅。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
他接受了一个现实，面对医学上不可
痊愈的孤独症，尽早进行康复治疗是
最佳的选择。

为了听安安喊一声“爸爸”，由
仲跑遍了香港的康复机构，“那时候
在香港进行康复治疗要排队等待将近
两年，但这两年正是孩子康复的黄金
时间，所以我决定带孩子回家乡山
东。”

“回来之后我们发现，内地的康
复医疗还处在萌芽阶段，那时候有些
医生甚至都没听过孤独症，更不知如
何诊治。”儿子发病时难以自控的情
绪，时时刺痛着由仲的心。

“当时感觉很受打击，就决定自
己去系统地学习孤独症相关课程，陪
伴安安进行康复训练。”于是，由仲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香港学习各类
孤独症康复培训课程，在香港拥有先
进孤独症康复技术的地方都曾留下他
的身影。

这一过程中，由仲发现，像他这
样受孤独症困扰的父母不在少数。当
安安的康复治疗走上正轨后，他开始
想到为更多的孤独症孩子做些事。

“我始终相信，不是因为有希望
了才去努力，而是因为努力了才能看
见希望。”由仲说：“我想让更多孤独
症孩子享受到先进的康复技术。”

2006年，由仲在香港创办香港
安安国际自闭症教育基金会。一年
后，他回到家乡，创办了济南市安安
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儿子安安也在这

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接受康复训练。

从小爱到大爱

康复中心成立伊始并不顺利，
“孩子们想要有更好的康复效果，教
师培训、场地和设备，每一项都不能
马虎。开始的时候亏损是常态，平均
每年要亏损将近 50万元吧。”不得
已，由仲卖掉了香港的房产。

度过了初创最困难的时期，康复
中心陆续进入青岛、上海、广州、苏
州等城市。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康
复中心，每年可以同时服务1000多
个孤独症儿童及家庭，“很多及时接
受康复教育的孩子，都顺利进入了普
通幼儿园和小学学习。”由仲说。

对于孤独症的康复教育工作，由
仲不喜欢用过于煽情的方式来表达。

“孩子们不应该被特殊化，他们不来
自‘星星’，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
由仲说：“孤独症的核心障碍是社交
沟通障碍，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他们
的这个障碍补足，让他们融入正常生
活中。”

“其实孤独症孩子的康复教育不
是最难的，难的是家长观念的转
变。”由仲举例说，有个孩子在很小
的时候来到康复中心进行了两年的训
练，效果很不错，家长就把孩子送去
了正常的小学。“这个孩子之后病情
有些反复，家长也很着急，送他去各
种治疗，但效果不好，最后这个孩子
一看到白大褂就会情绪失控。”

由仲说，作为一个孤独症孩子的
家长，他非常懂得这些家长的焦虑不
安，“但如果康复方向错了，或者说
心里不认同自己的孩子需要接受长期
的康复治疗，反而会适得其反。”

在由仲看来，想要让更多孤独症
孩子抓住黄金康复时间，根本在于提
高家长们对孤独症的认知水平。从机
构成立至今，由仲带领团队在全国各
地做了百余场以孤独症为主题的巡回
公益讲座。“主要是由一线的康复师
向家长讲授孤独症的康复理念及专业
知识。”如今，全国有数以万计的患
儿家长因此受益。

时至今日，由仲已经先后帮助了
上万名孤独症孩子，在他看来，这些
孩子都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开始只
是因为让安安有个更好的康复环境，
没想到小爱变成了大爱，帮助了更多
和安安一样的孩子，反而没那么多的
时间陪伴安安了。”

守护好孩子们内心的“光”

近日，来自湖北黄冈的幼师们来
到济南市安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进修
学习。从幼儿教育到幼儿融合教育，
老师们交流着专业知识和实用技巧。

“这个暑假，这样的培训进修有好几
场，很受一线教师的欢迎。”由仲说。

“想帮助孤独症孩子更好地进行
康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持之以恒地
进行科学的康复训练，而这离不开高
质量的师资团队。”由仲说。

由仲还记得有次在福州，一位3岁
孤独症孩子的妈妈焦急地找到他，因为
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开口说话。他将
孩子接了过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里，孩子出现了各种状况：吵闹、趴在
地板上，用头撞击地板……但在由仲的
耐心引导下，孩子终于发出了人生中的
第一个音节，虽然没有明确的意思，但
孩子的妈妈依然激动得眼泛泪花。

“并不是我做了什么特别的，而是
孩子发展到了特定的阶段，需要有专业
的人迅速找到孩子的核心障碍以及兴趣
点，在这个基础上去推他一把，引导他
尝试做出正确的事情。”这件事，也让
由仲更加意识到专业师资队伍的重要
性。

为此，自机构成立以来，由仲带领
团队与日本、中国香港等多地高校及康
复机构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交流与合作。
同时，在机构支持下，近20名一线骨
干教师先后参加了香港公开大学、香港
教育学院特殊教育通识和特殊教育管理
孤独症研究专业的第二学历学习。“这
个专业学习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
有几位教师拿到了学历证书，很不容
易。”由仲说，“做孤独症康复训练，需
要爱，更需要专业。最终的目的是帮助
孩子们融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

2013年，由仲成为山东省政协委
员，从此，为特殊群体发声成了他的重
要使命之一。这些年，由仲带领安安教
育举办了上百次公益活动，并通过多种
方式为特殊困难群体建言献策，急他们
之所急，想他们之所想。

10 余年来，他多次参加全国政
协、山东省政协组织的关于困境残疾
人、残疾儿童、自闭症儿童的调研活
动，先后就孤独症康复教育体系建立、
高校孤独症专业课程、精神残疾人补
助、大龄孤独症患者就业项目等问题建
言献策。“基本上孤独症的方方面面都
有涉及，未来几年履职过程中，还是会
继续为他们发声。”

“孤独症患者的康复训练，需要家
庭、政府和社会全方位的理解、包容和
支持。”在由仲看来，对于孤独症孩子
而言，没有什么治疗方法是永远不变的
正确答案，干预需要根据每个孩子的具
体症状和需求进行调整。“目标就是减
少孩子相关的功能缺陷以及家庭的痛
苦，并且努力提高孩子们的生活质量，
促进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由仲说，
为了孤独症孩子的无限可能，他会在特
殊教育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守护好他
们内心的“光”。

山东省政协委员由仲：

上万名孤独症孩子共同的“父亲”
本报记者 郭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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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由仲成为山东省政协委员的第11年，也是他为特殊群体发声的第11年。当年为了儿子创办康复中
心的由仲，将自己的“小爱”变成了“大爱”，历经17年，成了上万名孤独症儿童共同的“父亲”。这些年，
由仲带领团队举办了上百次公益活动，并通过多种方式为特殊困难群体建言献策。

由仲由仲 （（左左）） 和儿子安安和儿子安安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夏日的重庆万州，一江碧水波
光粼粼，蓝天白云、碧水青山相互
映衬，犹如一幅展开的山水画卷。

67岁的王夏农一路喘息着来到
江边坐下，三角梅在晨光下灼灼开
放。自去年10月因尿毒症开始透析
以来，王夏农走路越来越吃力了。

王夏农在万州土生土长，他爱
这一江东去的碧水，更是竭尽所能
回报这片乡土，其中近30年来撰
写的400余篇、60余万字的社情
民意，更是浸透了王夏农大半生的
心血。

1994年，王夏农加入中国农
工民主党。“在农工民主党组织的
学习中，一些老党员对工作的一丝
不苟、严谨认真的态度给了我特别
大的触动。”有一次，作为教育支
部主委的王夏农组织党员们学习，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党员颤颤巍巍赶
来，从包里取出2份社情民意。老
人说，这是他花了2个多月工夫写
出来的……一笔笔精细工整的小
楷，凝结着来自街头巷尾群众真切
的呼声与愿望。

“老人多年来孜孜不倦撰写提
案和社情民意，架起了反映群众呼
声与愿望的一个个通道。”作为时
任万州区政协委员，王夏农感到自
己身上的担子更沉了，“了解群众
的所思所盼，是参政议政的源头活
水。”

在工作之余，王夏农奔走在万
州的街巷楼栋，对于群众的心声，
王夏农总会一一记录，再去粗存
精，形成材料。短短5年时间，他
就撰写了100多篇高质量的社情民
意，被重庆市委统战部、农工民主
党中央等多个平台采用刊发。

2007年 4月，王夏农被确诊
为癌症。首次手术治疗后，回到万
州的王夏农继续撰写起提案和社情
民意。

2021 年 1月 1日起，长江实行
“十年禁渔”。渔民们一时间对政策的
不够理解以及对上岸生活的迷茫，让
王夏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段时
间，王夏农几乎每天都和渔民们待在
一起，倾听他们的心声和诉求，写出
了一篇篇有温度的社情民意。“现在
我认识的很多渔民都已经顺利实现转
产就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当
地还提供了不少公益性岗位，为渔民
们解决了就业问题。”

像这种关乎群众急难愁盼的社情
民意，王夏农遇到过不少，“作为一
名农工党员，为群众反映和解决急难
愁盼的问题，是我应该做的。”

一台用了多年的台式老电脑，静
静地躺在王夏农简朴干净的书房里，
而今“老”得已经开不了机了，老电
脑里数百篇的提案、社情民意被

“搬”到王夏农新的笔记本电脑里。
2022年 4月，王夏农被农工民主党
中央办公厅评选为2020—2021年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由于长期服用相关药物，2022
年6月，王夏农被确诊为尿毒症。从
此，每周3次的透析成了他必须要做
的事。

王夏农的家住8楼，是住了 20
多年的老旧楼房，没电梯。每次化
疗，他从家里出发到医院，正常人行
走的10分钟路程，他要走上半个小
时左右。但王夏农撑着病体，行走于
万州城乡，搜集最接地气最抵人心的
素材。长江生态环境、长江10年禁
渔期现状、大学生就业、乡村振兴
等，是他患病后的重点关注方向。

“写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社情
民意，是我一直以来的坚持。为群众
搭起一座桥，说出他们的心声，我觉
得特别有意义。希望在生命最后的这
段时间，再为这座城市多做点事，永
远做群众的贴心人。”王夏农说。

（李晓）

“永远做群众的贴心人”
——一位农工民主党老党员的建言“履程”

0.01，是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站
集镇第三初级中学高级教师卢文建能
看到的全部光亮。1994年，23岁的
他右眼视网膜脱落导致完全失明，左
眼视力也仅为0.01。而他，却靠着这
0.01的微光坚守在三尺讲台近30年，
照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成长路。

今年7月，卢文建送别了自己的
又一届学生。这个暑假，他忙着各处
家访，为优秀毕业生颁发以自己名字
命名的奖学金。从教31年来，卢文建
的这份奖学金从未间断。“钱不多，发
奖只是一种形式，主要是舍不得这些
孩子，想为他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最
后再加加油、鼓把劲儿。”

对卢文建而言，寒暑假是他充分

备课的最佳时机。因为视力障碍，他
要把每个知识点烂熟于心，再归纳整
理，形成教案。

“刚失明的时候，我参加工作只有
2年的时间。”卢文建告诉记者：“学生
们知道后主动过来说愿意做我的‘眼
睛’，每个寒暑假一天不落地过来给我
助读，读我想看的书，也读他们感兴趣
的内容。”人生至暗的那段时间，卢文
建就在这样的琅琅读书声中完成了每
一次备课，“给我读过书的孩子，已经
有三四千人了。”

“现在好多了，科技越来越发达，
对我们视障人士来说，也有很多软件
可以帮助我备课。”即使有软件辅助，
卢文建还是会请学生到家里来读书，

“喜欢听孩子们的读书声，而且也能提
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赵久华曾是卢文建的学生，因为
家境比较困难，曾经决定辍学外出打
工。卢文建知道后，先是多次家访劝
说，而后经常招呼赵久华到家中为其
读书。“每次去卢老师家里，他和家里
人都会给我做很多好吃的，而且经常
塞给我一些零花钱，为了让我心里舒
服，他总说这是我给他读书应得的。”
如今，在卢文建的影响下，赵久华也成
了一名乡村教育工作者，正在为更多
孩子带去光亮。

“上课时看不清学生，自己的课如
何让孩子更感兴趣，就是我每天在琢
磨的事。”为此，卢文建又重新拾起了
年轻时的爱好：快板儿。“我是教历史
的，快板儿抑扬顿挫的音调，很适合帮
助孩子们加强知识点的记忆。”卢文建
说：“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想到很受
孩子们欢迎。”

孩子们对历史课的喜爱给了卢文
建莫大的信心和动力，他负责教学的
班级成绩也一直在县里名列前茅。同
时，他还获得2022感动中原年度人
物、“中国网事·感动2022”十大年度
网络人物、马云乡村教师奖、河南省骨
干教师等多项荣誉。

“我当年决定留在讲台上时，很多
人劝我，我心里也打了个问号，好在没
有耽误孩子们。”卢文建说。

正当一切逐渐变好时，一场突如
其来的变故又给卢文建的生活带来了
巨大的打击。2021年3月，同是教师
的妻子查出了结肠癌。“从那时起就一
边陪着妻子抗癌，一边教学。”然而，

2022年9月，妻子还是因病离世。“某种
程度上她就是我的眼睛，平时无论工作
还是生活上，她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卢文建哽咽地说：“她走了，我好像又经
历了一次失明，一天要磕磕绊绊很多
次。”

“爱人走了，但生活还得继续。”无论
风吹日晒，每天凌晨不到5点出门，徒步
走2公里的村路赶往学校，成了卢文建
现在每个工作日的日常。“之前一直是爱
人骑摩托车带着我去学校，她走了之后
没有办法，走路要1个多小时吧，村路难
走一些。”

这些年，卢文建几乎从未缺席过孩
子们的早读时间。唯有一次大雨，出门
走了不远就被一个水坑绊倒弄湿衣服，
回家换好衣服出门却又一次绊倒，反复
了几次才到达学校，也错过了孩子们的
早读。“因为是自己热爱的，所以也不觉
得辛苦。”卢文建说。

自从妻子患病以来，包括赵久华在
内的很多学生，还有学校的保安都提出
过接送卢文建上下班，但都被他婉拒了，

“我希望自己能做的事情还是自己做，尽
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但很久后卢文建才
知道，那段时间只要下班晚了，总有人跟
在身后默默护送他回家。

“其实年轻时候家里人希望我去城
里做教师，但因为当时家乡需要乡村教
师，所以我还是选择回来任教。”卢文建
说：“原来我觉得做好一名乡村教师，就
是毫无保留地奉献。没想到这个过程
中我收获了更多，孩子们填满了我失去
色彩的世界。只要我还能做，只要孩子
们不嫌弃，我希望能一直留在这三尺讲
台上。”

盲眼教师卢文建：

用“0.01”的微光照亮孩子们的成长路
本报记者 郭帅

本报讯（记者 舒迪）8月17日
晚，由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举办
的“百人援龙江”大型医疗援助公益
行动收官，此次活动总共义诊达
15052人次。

此次医疗援助公益行动历时12
天，足迹遍布黑龙江省的 10个县
（市），行程3000余公里。基金会的
爱心团队成员一路开展义诊普查、
免费发放药品；捐赠80辆转运型救
护车、30辆医疗巡诊专用车、4106
个“乡村医生巡诊包”；捐建 33所

“乡镇急救室”、3所“复明中心”；免费
实施了 600 例白内障超声乳化手
术。此外还为基层医护人员提供专
科培训、为义诊中筛查的重症困境病
患提供后续医疗救助，为特殊教育学
校捐赠康复训练设备等。据统计，此
次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捐赠总价值达
3100万元。

据介绍，韩红基金会成立十年间，
已经在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等10
个省、自治区开展爱心项目，致力于为
边远地区提供专业有效的医疗援助。

“百人援龙江”公益活动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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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原 李宁
馨）由天津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市
工商联、天津阳光义工爱心社等单
位共同主办，天津绍兴商会协办的
2023年“用爱送你进学堂”助学
公益活动近日举行。

活动中，十三届天津市政协常
委、天津阳光义工爱心社社长张秀
燕介绍了15年来上千位爱心企业
家和爱心人士结亲帮扶困难大学生
情况。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
部长冀国强，市政协副主席孙文魁

等为22名优秀自强学生代表颁发证
书和奖学金。

活动现场举行了助学结对仪
式。今年有 131 名来自天津、甘
肃、新疆、西藏、青海的困难大学
生得到爱心人士结亲资助，助学款
达314.4万元。

据了解，“用爱送你进学堂”助
学公益活动自2009年起已连续举办
15年，截至目前，共有2275名困难
大学生得到结亲帮扶，助学款累计
6432万元。

“用爱送你进学堂”公益活动在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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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红城义警协会的会员们举行了“我为灾区献爱
心”募捐活动。活动募集了大量的生活物资装车发往灾区，支援遭遇洪涝灾
害的吉林省舒兰市群众。 （田福良 张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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