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莉和儿子宇恒。 受访者 供图

4月17日8
时许，10岁的宇
恒拿起茶几上
的现金走出家
门。“阿姨，20元
能买什么早餐

呀？”老板抬起头，见到熟悉的面孔
笑了笑， 给宇恒装了5个包子、4个
鸡蛋，再将零钱塞进他的口袋里。

买早餐，普通人眼里有手就会
的生存技能，但对患有自闭症的宇
恒来说，却是融入社会生活的显著
进步。母亲陈莉告诉记者：“他刚确
诊那几年， 这样的社会交往场景，
想都不敢想。”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丁欣 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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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更多“星星的孩子”
平江爱心妈妈创康复机构

上百个孩子
共一个“星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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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等来“爱的奇迹”
妻子手术后智力如一岁婴儿
丈夫自制康复器材悉心照顾

为了孩子，她通过自学拿到康复师证

2013年，宇恒出生。那时服装店收入
稳定，襁褓中的孩童乖巧可爱，夫妻恩爱
和睦……陈莉的小日子在外人看来很幸
福。渐渐地，陈莉发现，宇恒不爱看人、不
听人说话，叫名字也没反应，一岁多仍无
法独自站立行走。2015年5月，宇恒被诊
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重度。这是自闭症
中最严重的类型， 确诊者往往无法独立
生活，需要24小时全天护理，有时还伴有
走失、自残等行为问题。

“天塌了。”彼时的陈莉，对这个陌生
的医学名词一无所知， 一家人便像无头
苍蝇奔走在全国各大医院。“扎头针、做
电疗、做经络导频，医院给出的解决方案
我们都尝试了，成效不大。”陈莉说。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作为母亲，陈莉时常处于
崩溃边缘，保姆前前后后换了8个，都因
没接触过“特殊儿童”而辞职。

2017年到2018年，陈莉两次带宇恒
到“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学习，这是
一家创建30年的自闭症服务机构。“自闭
症孩子千人千面，没有既定的干预方法，
需要家长不停地学习。”陈莉先是买来全
英文专业书籍，边查单词边学，半天才能
看一页；后来，她顺利拿到康复师证，宇
恒也能完成刷牙洗脸、取快递、买早餐等
力所能及的事。

帮助更多星星的孩子，创办康复机构

宇恒出生于平江县南江镇。2018年
底，陈莉带着宇恒回到平江老家，不少自
闭症儿童家长找到她，请教干预方法。时
间长了， 家长们都希望陈莉能开设一家
自闭症患儿康复机构， 一来避免父母带
着孩子四处奔波，二来也能节省开支，给
孩子提供长期、可持续的干预治疗。

“2020年3月15日，我们拿到了残联
定点康复机构的合格证！”陈莉对这个日
子记忆犹新，现在想起仍有些激动。机构
位于南江镇三墈小区， 陈莉将它命名为
“星冉特殊儿童康养中心”（以下简称“星
冉”），寓意星星的孩子能有一个“冉冉升
起”的明天。

这也是湖南省首家乡镇定点康复机
构，专门为自闭症、智力障碍、发育迟缓、

语言发育落后和唐氏等心智发育障碍儿童集培训和疗养为一
体的机构。

作为省残联指定的康复机构，在星冉接受治疗的自闭症孩
子每月有1500元康复补贴。1500元，可以上一节一对一个训课、
包括自理、 手工精细、 运动康复等内容共四节集体课等等。此
外，星冉还有远低于市场价的“1对1”课程，每节课收费50元。

3年间，星冉先后接收了上百名自闭症儿童，陈莉也成了圈
子里小有名气的“星妈”。有的父母在星冉学会了如何与孩子正
确相处，重度自闭症儿童掌握基本生活自理技能。“自闭症治不
好，只能提早干预，融入社会这个大集体。更好的情况是，孩子
们能和普通孩子一样， 进入幼儿园和学校， 有简单的谋生能
力。”陈莉说。

艰难支撑，她为康复机构四处筹款

3年间， 陈莉咬着牙和团队一起多方奔走， 争取项目和资
金，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她已经记不清跑了多少次，也不知吃
了多少回“闭门羹”。

既然有政府拨款，为什么还要筹款？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到，星冉最大的花销来自聘请特教老师。这里的老师大多来自
一家停运的教培机构，面试老师要先当一周志愿者，约一半面
试者会在这期间放弃；通过志愿者考核的教师还要经过机构内
外的培训，试用并通过考试才能正式入职。入职后，老师还会到
长沙、北京等地的知名机构去学习、考证。目前，星冉设有3个小
龄班、 一个学龄班，83名在训儿童和29名需要送教上门的重残
学龄儿童。

最让陈莉挂心的， 还是29个需要送教上门的重残学龄儿
童。那天，她开车带着两名女老师去20公里外的地方送教。冬天
的夜来得特别早、黑得特别快，山路弯弯，颠簸不堪，路两旁看
不见一户人家。最后三公里的土路车都开不进去，随行的李老
师感慨，“真的太难了，我们手搬着教学用具，互相加油打气，足
足花了两个小时才到学生家里。”

3年来，陈莉和星冉团队给予了“星星的孩子”特别的爱，穿
行在一个个孤独症儿童的家庭，为他们送去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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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帝正在教妻子识图。 杨洁规 摄

3年前，身体状况
一直不错的黄淑珍突
然偏瘫， 出院后的她
智力如同一岁孩童。
丈夫周武帝像照顾婴
儿一样照顾着妻子，
如今黄淑珍可以坐起

来甚至是站起来慢慢行走、 能认识人并进
行简单交流，周武帝笑称这是“爱的奇迹”。

4月17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有关爱
的故事。

妻子瘫痪，丈夫自制康复器具

6个轮滑、几块木板和海绵垫，组成简
易的腿部伸缩运动仪； 普通方桌装上玻璃
转盘，再加上一块桌面、轮滑，就是多功能
餐桌；橡皮绳加网球，就是“回旋球”……
17日上午，记者在周武帝家中看到，家里摆
放着各种简易的康复训练器具。 这些都是
他利用自身的体育专业知识， 根据妻子康
复锻炼实际需求自制的。

2019年12月的一个晚上， 周武帝和妻
子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 妻子突然腿软无
力，昏厥倒地。医院3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两
次手术后，抢回妻子一条生命。但医生说，
她很难再站起来了。

周武帝和妻子都是株洲某中学的退休
教师， 家里并不富裕， 手术费花了近20万
元，在医院进行大半年的康复治疗后，他带
着妻子回家了。自己买来凿子、刨子、锤子，
一件件康复器材在他手中诞生。同时，周武
帝还自学按摩知识，每天给妻子按摩。

“结婚那天就承诺，要照顾对方一辈子”

“我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妻子，还要当
她的老师。”周武帝告诉记者，受开颅手术
影响，妻子的智力如同一岁孩童。每天除了
康复训练、按摩外，还要教她认识物件、一
字一句进行语言康复训练。

如今，周武帝开始尝试放开手让妻子独
立行走，“这个老师不好当，但是看她现在能
够自己站立，在客厅行走，我多给她些鼓励，
相信会慢慢变得更好。”经过两年多的训练，
黄淑珍已经可以独自站立走一段，能简单交
流。采访时，黄淑珍还唱起了一段儿歌：“我
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妻子患病3年时间，周武帝每天的生活
都是从早上5时40分开始，按摩、肢体训练、
语言康复训练、 饮食调理。“妻子生病前我
偶尔还会跟老伙计出去喝点酒， 现在都戒
了。”周武帝说，一路过来辛苦是肯定的，但
妻子一天天好转， 再多的付出都值得，“结
婚那天就承诺，要照顾对方一辈子。”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百名孩子一个妈
“星星”有特别的爱

平江“星妈”陈莉创办康复机构
帮助患自闭症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