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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寻找去处，让他们有意义有尊严地生活

一场大龄孤独症患者家庭的自救
记者 王小蒙

从绝望到接受
走过漫漫康复路

24年前，当自己3岁的孩子广
振被确诊为孤独症时，龙源甚至
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

“孩子三岁了还不会开口叫
爸妈，和人没有目光对视，一开
始我们以为是孩子说话晚，后来
才意识到不对劲。”经过一番检
查，当医生断定孩子是孤独症
时，龙源甚至还觉得有些好笑。

“这么小的孩子还会孤独？孩子
这么小，大不了多治上几年，还
能看不好吗？”龙源心想。

“这是终生残疾！”当龙源听
到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
疾病时，顿时蒙了。

“始终抱着一丝希望，孩子有
可能不是这个病。”龙源和丈夫带
着孩子四处求医，却始终没有绕开

“孤独症”这三个字。这对一个家庭
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有一次饭
盒摔到了地上，饭菜撒了一地，小
广振趴在地上，用手指蘸着地上的
汤水就往嘴里送”。

看着地上的孩子，那一幕让
她痛苦异常，绝望的龙源甚至想
到了了却此生。

痛苦绝望之后是慌忙应对。
龙源和丈夫开始带着孩子到处
进行康复训练，几乎把整个家底
都掏空了，广振却连小学也进不
去……

李彤的儿子毛毛短暂地进
入过幼儿园，却因乱跑乱动、不
听指令，有时还会伤到老师和同
学，在无数次道歉和沟通求情之
后，被幼儿园劝退。从北京到青
岛、从青岛到济南……李彤带着
儿子辗转各地做康复训练，她不
再勉强孩子进入普通学校进行
融合教育，转而希望孩子能有生
活自理的能力。

确诊之后，孤独症患者家庭
一般都要走过8—10年的康复之
路，想要熬过这漫漫时光并不容
易。“孩子小的时候，家长都会抱
着一线希望，做康复训练也都比
较积极，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一定
的自理能力。”龙源说，几乎每一
个孤独症患者家庭，都经历了从

生向死又死而复生的心路历程，
而真正从心底接纳孩子无法像
普通人那样，需要莫大的勇气。

孤独症患者
成年后怎么办

“二十多年来，我所见到的
所有孤独症患者家庭，自孩子被
诊断为孤独症起，整个家庭便永
无安宁之日。”拉着孩子一路走
来，跌跌撞撞历经磨难，龙源说，
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时时
刻刻变换着方式来考验你，磨炼
你的耐心，考验你的爱心。

有孤独症患者的家庭，熬得
过痛苦纠结，生活才能继续。

进入青春期以后，广振的情
绪开始出现大的波动，不仅会摔东
西，还不时自伤。广振会把手塞进
嘴里使劲咬，有一次龙源看到后赶
紧上前阻拦，广振顺势把妈妈的手
放进嘴里。“疼得我大叫，伤口深可
见骨。”至今，龙源的手上还有一个
清晰可见的伤疤。

照顾尚且懵懂的女儿和不
时狂躁搞破坏的孤独症儿子，过
度劳累让龙源的身体迅速垮了
下去。她经常感觉心跳加速，天
旋地转，随时都要晕倒。“万一哪
天撑不住倒下，整个家就没了。”
一家人经过痛苦抉择，含着眼泪
将18岁的广振送入托养机构。

孤独症患者小的时候，可以
去做康复训练，可以进特教学
校，那孩子成年以后呢？以龙源
和李彤为代表的大龄孤独症患
者家庭，都面临这样的难题。

龙源说，一开始，根本没有

人知道他们这群人未来的出路在
哪，甚至没人知道还有这样一群人
存在。在经历了从绝望到疯狂再到
绝望之后，他们反而变得平静，开
始理性地接受眼前的一切，“我们
准备开始自谋出路了”。

“他们从特校毕业以后步入
成年，基本上就是处于居家状态，
因为没有单位会接收他们。他们找
不到工作，也不可能结婚，总要为
他们寻找一个去处。”龙源与另外
四位境况类似的家长，互相鼓励扶
持，创立了一个专门帮助大龄孤独
症患者的组织。2019年3月份，济南
市慧爱残疾人服务中心注册成立，
他们的理想是，为不同情况的孤独
症患者，提供庇护性就业或支持
性就业。

探索一条保障之道
让孩子们融入社会

2007年，时年8岁的毛毛被李
彤送入淄川区特教中心就读，十年
后孩子毕业，同样面临去向问题。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孩子长大后怎样融入社会？能不能
给像他一样的孩子探索一条自食
其力的保障之道？”作为妈妈，又是
家委会主任和学校的家长助教，李
彤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2017年，李彤与有着同样担
忧的家长们一起商量，决定建起
一个互助家园，于是当年10月，
憨兜家园成立了。“憨”指的是憨
憨的孩子们，“兜”指的是包容接
纳，为孩子们兜底。

在李彤看来，只有家长从心
理上真正接纳了孩子，才是孩子

正常生活的开始。“憨兜家园的孩
子大都是特教学校毕业后过来的，
这里有工作赚钱的机会。”经过慢
慢摸索，李彤发现洗车很适合这些
孩子，经过前期培训考核以及各
种评估后，2018年5月，憨兜洗车
房正式开门营业。

憨兜洗车房在淄川一家医
院旁边，一条普通的小路尽头有
一个占地六亩的院子，院子里种
着各种蔬菜和鲜花，有车辆不时
进进出出……

“洗车房最初主要靠家长和
志愿者，经过这六年的发展，现
在有了专职的工作人员，还有很
多志愿者在辅助着。”李彤告诉
记者，患有心智障碍的孩子学习
洗车付出的努力要远大于普通
孩子，根据他们接受能力的强
弱，平均需要两到三个月的学习
时间。通过洗车，每个孩子每月
能收入一千多元。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
学习，我们建立了一套专业的教
育和评估方法。根据学员们的特
点，将完整的洗车步骤细分成十
八个模块，每一块都有标识，告
诉学员们该竖擦、斜擦、圆擦等
等，学员们只有通过这个‘十八
魔方阵’的考核，才能真正上手
洗车。”李彤说，现在洗车有了固
定的客源，也开了几家分店，尽
管大多数来这洗车的人都理解
并支持这群特殊的孩子，有时也
不免收到一些投诉。

“这其实是非常让人高兴的
事，因为客人把这里当作一家普通
的洗车行，也把我们的孩子当作普
通人来要求，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
的‘特殊’而同情我们，相反，他们也
希望孩子们越来越好。”李彤说，这
也是她创立憨兜家园的初衷———
让孩子们真正地融入社会，有意义
有尊严地生活。

给自己一点时间
也给别人一点时间

尽管坐公交车这样一个简
单的行为，可能都要花上半年的
时间才能教会孩子们，但他们总
归是能够走出家门了。

“憨兜家园现在有20个孩子
能坐公交车了，这意味着他们有
了可以走出家门的一双‘腿’，能

够出去工作，可以说，整个社会
都是孩子们的影子老师。”李彤
感觉，现在社会大环境、整体的
包容度和认知度都有了提升，让
她有一种感觉，“原来我们可以
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与众不同”。

现在，李彤与孩子在路上骑
自行车，频频侧目的人越来越少
了，她也常常能感受到社会上来
自四面八方的暖意和善意。“毛
毛的自行车坏了去修车，修车师
傅都不要钱，去买炸肉常常会获
赠一小兜，这些都是一份温暖。”

龙源还组织几个家庭一起，
带着孩子们去爬了长城。“现在
整个社会的包容度比以前要强
很多，也不会拒绝孩子们上火车
上飞机。我们去爬了长城，现在
孩子们也是好汉了。”说到这些，
龙源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这些
都给原本阴暗的生活增加了很
多明媚的色彩，这些美好的时
刻，让人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多
么糟糕。

“我们星工房可以教孩子们
做手工，手工作品义卖之后还可
以给孩子奖励；我们教孩子表演
节目，组建成艺术团参加演出，
有掌声孩子们就很开心。当然，
如果能接到商演，那就更高兴
了。”3月31日，济南万达广场上
人声鼎沸。龙源带着艺术团进行
了非洲鼓表演，台下一脸期盼的
家长们频频朝台上挥手，孩子们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如今，憨兜家园不仅有洗车
房，还有爱心超市、陶艺工坊、花
馍工坊等公益事业，为40多名心
智障碍患者提供了工作岗位。

说到未来，李彤希望能够将
憨兜洗车房建成规范化体制，能
够在各个省份进行推广，为更多
的心智障碍患者提供工作岗位，
帮他们融入社会。

龙源也希望，将来能有更多
的托养或照护机构建成，可以接
纳大龄孩子，进一步帮那些家庭
减轻负担。“有时候我就想，可能
在我有生之年，见不到所盼望的
那种理想状态，但是我依然要努
力，每努力一步就离那个目标近
一步，就像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倡
导，而且确实看得见政策的进
步，要给自己一点时间，也要给
别人一点时间。”

■“世界孤独症关注日”特别报道

孤独症儿童，被称为“星星的孩子”。联
合国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世界孤独症关注
日”，今年4月2日是第十七个世界孤独症关
注日。

“等我们都老了，孩子该怎么办？”孤
独症患者终身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当
父母逐渐老去，直到有一天他们走了，大
龄的孤独症患者又该如何面对这熟悉而
又陌生的世界？

近日，记者采访了济南市慧爱残疾人
服务中心创始人龙源和憨兜家园创始人
李彤。对以李彤和龙源为代表的大龄孤独
症患者家庭来说，为孩子们的未来寻找出
路，是终其一生都在探索的课题。

济南市慧爱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艺术团

在表演非洲鼓。 记者 路董萌 摄

憨兜洗车房的一名孤独症员工正在洗车。 记者 岳致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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