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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在青海省西宁市星光特
殊儿童服务中心，陈志芳（右）给孤独
症儿童做运动训练。

陈志芳是青海省西宁市星光特殊儿
童服务中心的创始人。8年来，陈志芳
创立的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成了众
多孤独症儿童和家庭寄托希望的地
方。这里被很多人称为“星星的乐
园”，而陈志芳也被称为“星光里的妈
妈”。

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5年，是一家为孤独症儿童、智力障
碍及语言障碍儿童提供早期康复训练
和干预的民间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目

前有132名孤独症儿童在这里接受各
种康复训练。

手把手指导用筷子夹豆子、牵手练
习通过独木桥、连点成线模仿笔画书
写……根据每个孩子认知、表达、运动
能力的不同，服务中心因材施教。目
前，很多接受康复训练的孩子可以独
自去商店买东西、坐公交车回家，甚至
重返学校正常就读。陈志芳说：“作为
孤独症患者的家长，我希望能把自己
孩子康复训练过程中得到的经验传授
给更多人，让‘星星的孩子’能在社会
关爱下融入社会，不再孤独闪烁。”

新华社记者张龙 摄

“星光妈妈”
和她的132个
“星星的孩子”

新华社天津4月2日电（记者尹思
源）在天津市创美北辰暖洋阳光工场内，
今年 18 岁的孤独症青年明明正聚精会
神地做着布艺插花，明明的父亲刘硕静
静地坐在一旁，不时指导几句。

为了让“星星的孩子”们有个更好的
未来，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他们身边，
为他们点亮前行的灯、铺平前行的路。

“孩子长大了怎么办？”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鹏鹏5岁被确诊
为孤独症时，妈妈李兰依然觉得无法接受。

“几乎每个家长在得知孩子是孤独
症患者时感受都是相同的，难过、痛苦、
不知所措。”李兰说，在负面情绪持续了
一段时间后，她开始尝试带孩子走进大
自然，用旅行的方式一边散心一边进行
能力训练。

和许多孤独症孩子一样，鹏鹏也进
入了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经过了十多年
的成长，如今他已经可以完成简单的出
行，也很少出现情绪问题。

最让李兰担心的，是鹏鹏毕业之后怎
么办。“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地方去，长
期待在家中会使训练出的自理能力逐渐
退化，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躁郁情绪。”

李兰心中的担忧，同为孤独症青年
母亲的吴桂香感同身受。

2014 年，吴桂香的儿子张昊从特教
学校毕业后，曾在一家职业培训机构短
暂工作过一段时间。不久机构停办，“待
在家里的张昊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胖了
几十斤，一些能力也有退化迹象”。

尝试与探索

在位于天津市河东区的亚杜兰学坊

里，几位孤独症青年正在灶台前忙前忙
后，不一会儿，一块块奶油蛋糕新鲜出
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这是吴桂香在 2016 年创办的心智
障碍者照护与辅助性就业机构，目的就
是让像张昊一样年龄超过 18 岁的孤独
症青年们“有地方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吴桂香从零学
起，和几位老师一起带着孩子们学习手编
饰品、烘焙、咖啡饮品制作……从简单的
行为规范到技能培养，几年时间过去，在
这所学坊内的孤独症青年们不但生活技
能越来越熟练，还大多掌握了一门手艺。

2021 年，吴桂香又注册成立了天津
市河东区厚朴新青年糕点坊，让孤独症
青年们承接一些企业的店庆甜品、饮品
制作。“最初是承接一些朋友们的订单，
随着孩子们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计划
今年尝试对外营业。”吴桂香笑着说。

和吴桂香一样，今年48岁的刘硕也
在探索让儿子明明“自力更生”的法子。
2021年，他创办了创美北辰暖洋阳光工
场，承接企业的花艺订单，按照企业的管
理方式招聘有需求的孤独症青年到阳光
工场就业，为他们缴纳社保。

事实上，这里更像是一个大龄孤独
症康复训练机构。每天早上安排体能训
练，工作之余安排了音乐、绘画、拼插训
练等专业课程，还配有专业的指导老师。

“虽然工资并不高，但也能多少为他
们的家庭减轻一些托养和经济上的负
担。”刘硕说。

光明和希望

位于天津市北辰区的未蓝残健融合
生活广场内，4间温馨的小店连成一排，

面包店飘着香气、茶屋布置精美、花店里
的鲜花错落有致，手工坊里则摆着一排
排形态各异的陶器。这里是北辰区残疾
人辅助性就业基地。

广场负责人孙娜的朋友圈里写着这
样一句话：“孤独症群体的支持与照护是
一场接力马拉松。”如今，这场“马拉松”
中，越来越多的力量正在注入。

2019 年，天津市残联、财政局联合
印发《天津市促进残疾人就业补贴奖励
办法》。2021年4月，天津市精神残疾人
及亲友协会启动“北极星计划”，旨在带
动社会各界一起推动包括幼儿教育、学
龄期随班就读、职业培训、庇护性就业及
养老等全生命周期的全方位支持，让更

多孤独症人士绽放生命光彩。
在各界的支持下，今年3月，26岁孤

独症青年小宇开办了属于他的“星光咖
啡店”，店内的服务员是 24 岁的孤独症
青年童童。

“小宇很享受调制咖啡的过程，童童
虽然无法独立制作咖啡，但在绘画上有
特殊的天赋，我们计划把这些元素融入
咖啡杯的设计之中。”小宇的妈妈吕女
士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孤独症
群体，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帮助孤独
症群体的队伍之中。”吕女士说，“星星的
孩子”们正逐渐长大，属于他们的未来也
将越来越广。（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当“星星的孩子”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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