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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关注

现在预约报名 治疗要等明年

自闭症患儿遭遇就医难
本报记者 刘丹

预约报名的患儿人数达到1000多人，今年报名，明年才能参加康复治疗。随着
自闭症患儿人数的日益增多，在青岛一些自闭症康复机构，患儿就医遭遇难题。治
疗机构少，专业特教教师人手少是主要原因。

千余人排队预约报名
3月31日，在青岛以琳自闭

症研究会所，严女士带着3岁半
的女儿从老家河北赶来报到。

严女士介绍，女儿自出生
以来表现得异常安静，至今仍
不会说话，连爸爸妈妈都不会
叫，不会与人对视，经过确诊，
有自闭症倾向。经过多方打听，
她找到了青岛这家自闭症康复

机构。一年前她就在网上报了
名，可由于预约的人太多，直到
现在才排上号。

青岛以琳自闭症研究会
所校长方静告诉记者，学校目
前可接纳300个孩子同时在此
康复治疗，目前网上预约报名
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00多人，
而且数据每天都被刷新。不少

孩子来自偏远的新疆、内蒙古
等地。方静解释说，康复治疗
一般需要3到6个月时间，家长
可以自己决定治疗时间的长
短。接受治疗的儿童只有15%-
20%的人会有明显改善，其他
多数孩子效果并不明显，所以
不少孩子接受治疗的时间不
止6个月。

据青岛市儿童医院心理科
主任匡桂芳介绍，儿童医院1999
年开设了系统的自闭症康复医
疗中心，康复训练场所规模从
最初可同时接纳6名患儿增加
到近30人，而门诊量却增加了
十倍，场地远远满足不了治疗
需求。排队预约的患儿，有的一
年后才能接受治疗。

民营康复机构遭遇师资困惑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一些

民营康复医疗机构，师资匮乏
是影响更多患儿按时接受康
复治疗的一个主要原因。

特殊教师工作压力大，
每天至少工作7个小时，随时
可能被患儿咬到手臂、抓破
皮肤、揪掉头发，离职现象频
发。据了解，以琳招的老师均
是专科以上毕业生，每次报
名时人虽不少，但3个月培训
完后，能留下的就只有三四

个人。以琳自闭症研究会理
事长助理黄哲明称，学校以
前的特殊教师有150人，现在
还剩120多人。

方静介绍，为了保证治疗
效果，一名老师最多带两个孩
子，300个孩子需要600人的场
地空间才能运作好。但现在最
大的瓶颈就是师资太少，导致
规模没法再扩大。

金色儿童智能训练馆刘
依萍主任介绍，特殊教师的人

员流动太大，不少康复学校不
得不用义工来填补，多数义工
都是在校的学生，最多工作两

个月，有些义工连最基本的与
孩子沟通都存在问题，导致治
疗效果大打折扣。

14岁男孩一年没说一句话
男孩在救助站生活一年多，他妈妈一直不知道
本报见习记者 董海蕊 黄兴德

在青岛救助站生活了一年多的14岁男孩小伟(化名)，3月31日终于
见到了他的母亲。一年来，面对这位“金口难开”的神秘来客，救助站工
作人员费尽心思，苦苦寻找着他的父母。3月22日，一年多未说话的小伟
突然开口，讲出了自己父母的名字……

见到了分别五年的妈妈

31日8点半，记者赶到救助
站的时候，瘦小的小伟正靠在
妈妈的身边低着头，偶尔还会
露出一丝腼腆的笑意。

“我们也好几年没见到他
了。”小伟的姥姥说，小伟9岁
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小
伟跟着他爸从黑龙江来到了
青岛。小伟母亲及姥姥一家一
直以为他跟爸爸在一起。前不

久小伟母亲给他姑姑打电话
的时候，他姑姑说小伟上学去
了，读初一。“谁知道是在骗我
们！”小伟的姥姥说，“那天晚
上接到公安局告诉小伟下落
的电话后，他妈妈就一直哭。
第二天我们就买了火车票，从
绥化那边坐车来这儿接他。”
小伟的妈妈双眼通红，不时地
用手轻轻摸着儿子的头。

救助站刘站长介绍，小伟
是他们2010年1月从平度郭庄派
出所接到救助站的。一年多来，
无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如何开
导，小伟从未讲过一句完整的
话。“他很聪明，就是不说话，他
很爱看书，我们活动室的书他
都翻遍了。而且他还很喜欢看
科教类的节目，经常一个人到
活动室看电视。”刘站长说。

“哑巴”开口说话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为了
让小伟开口说话，想尽了各种
办法。两次请来心理咨询师丁
源玉女士，希望通过专业的心
理辅导帮助打开他的心扉，但
小伟依然不讲一句话。中国海
洋大学的志愿者了解到小伟
的情况后，每周都来看望他，
还带他到海大校园游玩、爬
山，他依旧没有张开“金口”。

当初小伟是被平度警方

收留的，救助站曾在平度寻找
小伟的父亲，但没有结果。张
站长便在青岛论坛上贴出了
小伟的帖子，希望通过网络和
媒体的力量帮助小伟找到父
母。论坛上的消息引起了广泛
关注，也就有了今年3月22日
的“突破性进展”。

今年3月22日，一位来采访
的记者让小伟从地图上指出
他的家。也许是非常想念母亲

的缘故，小伟不但在地图上指
出了他在黑龙江生活时候的
家，还说出了他母亲的姓名。

救助站请黑龙江警方帮
助查找，几经周转，终于在黑
龙江沾河林业局联系到了小
伟的母亲。工作人员又联系到
了小伟在即墨居住的姑姑，但
一直没能联系到小伟的父亲。
小伟姑姑说，他父亲外出打工
了，联系不上。

小伟回到妈妈身边

小伟的父亲回到山东
后再次结婚。由于不堪忍
受继母的打骂，小伟离家
出走。小伟的姑姑说，这是
他第三次离家出走了。救
助站的工作人员说：“小伟
一直知道他姑姑家的住
址，但就是不告诉我们。后

来问他，他说是因为怕我
们把他送回他爸爸那里。”
当被问及是愿意和妈妈一
起还是和爸爸一起的时
候，小伟回答“跟妈妈！”

3月31日上午10点半，
办完各种手续的小伟和妈
妈离开了救助站。小伟的

姥姥告诉记者：“虽然我们
家的情况也不好，但是回
去后一定要让小伟上学，
不能不让他上学。至于他
爸爸那边，我们也不想追
究责任了，也没精力去追
究，我们也耗不起了。过去
的就过去吧！”

“星星的孩子”
渴盼更多关注

据相关部门统计，青岛市目前
约有4000多名自闭症儿童，且发病
率在逐年上升。记者从青岛市残联
了解到，目前本市自闭症定点康复
机构只有8个，远远满足不了这个群
体的需求。

刘依萍告诉记者，自闭症儿童6
岁前是最好的干预期，虽然不能治
愈，但如果早发现、早治疗，可以帮助
自闭症儿童适应并逐步融入社会。

目前，针对自闭症儿童，政府已
出台优惠政策。在定点机构接受康复
训练的青岛市12区市户籍1-9岁儿
童，市财政会每人每月给予补贴700
元。但康复机构不够用，师资力量薄
弱，康复治疗费用高，还是需要社会
的进一步关注。

不少康复机构负责人、自闭症儿
童患者家长建议，政府应该带头，成
立一个集培训、师资、帮助自闭症儿
童康复为一体的机构，这样社会上的
自闭症康复机构才能更加健全，规模
才会越做越大，才能为自闭症患儿提
供更好的服务。

高额费用成就医绊脚石
每月治疗费用3000元，加

上房租、饮食费用，一个月最
低也要4000元。自闭症儿童在
接受治疗时，巨额的费用让很

多家庭都承受不起。
金色儿童智能训练馆刘

依萍主任介绍，目前社会上
的自闭症康复机构一个月的

费用在2000元至3600元不等。
而且很多机构要求一位家长
全天在机构辅助患儿训练。
刘依萍解释：“这意味着一位

家长需要放弃工作。”高费用
再加上无收入，这让很多家
庭，尤其是农村家庭都不堪
重负。

在青岛市儿童医院，一位志愿者正在帮助
自闭症患儿做康复训练(资料片)。 通讯员
韩宗勇 摄

一位自闭症患儿孤独的背影。 本报记者 刘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