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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叶维肖 陈亮） 孤独症知识咨
询、甬爱一元捐、肢体障碍体验
游戏、文艺汇演⋯⋯昨天是第十
六个“世界孤独症日”，在海曙
区鼓楼地铁站，由海曙区残联携
手市孤独症人士及亲友协会、海
曙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等举
办的一场“让爱来，让碍走”关
爱孤独症儿童活动举行。

“孤独症儿童是一个特殊群
体，与常人相比，存在着人际沟

通、社会交往的障碍。这次把活
动设在地铁枢纽站，希望能呼吁
更多社会人士主动关注孤独症孩
子和家庭，平等地对待他们，接
纳和包容这个特殊群体。”海曙
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
朵朵云儿童发展中心负责人屠元
杰说。

现场，100 余名来自宁波各
校的小学生及社会爱心志愿者带
来了主题合唱、钢琴独奏等文艺
汇演。

作为 《星星的孩子》 歌曲的领
唱，镇海区崇正书院四年级的钟浩
天说出了自己对“星宝”的寄语，

“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共同表
演的这首歌代表一份温暖和心意，
以后遇到他们，我想多跟他们聊聊
天，帮他们排忧解难，一起健康快
乐成长。”

活动当天，在地铁 2 号线宁波
火车站点，30 余幅学生创意作品在
换乘通道内陈列展出。它们均出自
宁波市达敏学校孤独症学生之手，

蓝天、碧水、飞鸟、游鱼⋯⋯呈现“星
宝”内心独特角度的画作，让市民进
一步贴近孤独症群体的内心。

“近年来，在各界力量支持下，
越来越多孤独症孩子得到了及时的
康复和治疗。但从特殊教育学校毕
业后，它们的就业去向以及成年后
的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家长。”达敏
学校校长陆雪萍说，希望有更多社
会力量加入，为孤独症孩子提供技
能培训、实习、就业的机会，从而帮
助他们真正融入社会。

海曙举办关爱孤独症儿童活动

记者 成良田 通讯员 高洋

昨天，第十六个“世界孤独症
日”，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中医
药与康育学院的调查团队，发布
一份历时两年完成的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有喜有忧”。

调查
历时两年，调查了

11个地市350户家庭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以社交

沟通障碍、重复刻板行为和狭隘
的兴趣为主要表现。

据专家保守估计，目前我国
孤独症人士超过 1000 万。

由于孤独症儿童与人交流的
距离就像相隔遥远的星球，因此
被称作“星星的孩子”。

这一次，宁波卫生职院的同
学们，不是以孩子为调查对象，而
是把目光投向大龄孤独症患者。

“平时开展志愿服务时，接触
的都是小龄孤独症孩子，很少看
到大龄孤独症患者，他们在哪？生
活如何？”

这是困惑该校言语听觉康复
技术专业学生傅文秀的一个问
题。傅文秀大一时就是学校“爱撒
无声”志愿团队的一员。

很快，傅文秀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辅导员老师吴维维和室友
们，这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

就这样，一场关于大龄孤独
症群体的深度调查开始了。但是，
过程极为不易。

“疫情频发不说，最难的还是
找人，小龄孤独症儿童在康复机
构和医院很常见，但成年后的大
龄孤独症群体仿佛隐匿在某个角
落，消失在大众视野。”吴维维说。

一开始，同学们只能到康复
机构打听，通过机构和小龄患者
家属指引，零星接触到几名大龄
孤独症患者。

不过，随着调研团队人员增
多，来自全省各地的团队成员把
目标群体扩大到自己的家乡、社
会实践地，使得调查样本越来越
大。

最终，23 人的调查团队，历
时 两 年 时 间 ，行 程 超 过 5400 公
里，调研了全省 11 个地市 350 户
家庭，咨询了数十个政府部门和

相关机构，形成了调研报告。

结果
社会融入程度低，几

乎百分百未婚
这份调研报告全称是：《隔离

还是融入：大龄孤独症生存和社
会支持研究——基于浙江省 11
地 350 户患者家庭 2 年的追踪调
研》。

记者注意到，报告中翔实罗
列了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生存现状
和社会支持现状，并给出对策建
议和成功实践案例。

调研报告显示，大龄孤独症
患者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低，社
会融入程度也低，几乎百分百未
婚，超八成患者没有工作。

此外，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社
会支持体系也有待加强完善。据
调查，现有的社会支持，总体仍依
靠微观层面的家庭成员，康复机
构、相关学校和生活社区等中观
层面的支持尚未形成规模。

基于此，团队呼吁，从生命全
程视角出发，构建面向全生命周
期的孤独症社会支持系统。调研

报告还从家庭、社区、医院、公益机
构、康复机构、高校和政府等方面，
给出具体对策建议。

调研团队认为，对许多大龄孤
独症患者家属来说，“就业”是最急
切想解决的问题。

“0-6 岁的小龄孤独症患者，可
以在医院或康复机构进行干预治
疗，学龄期的患者可以进入特殊学
校，而离开学校后去哪里呢？”

调查显示，大部分过了 16 岁的
大龄孤独症患者不得不回归家庭，
而越是与社会“隔绝”，就越是容易
丧失社会交往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也更加成为家庭负担。

此外，“患者家属群体也应该引
起关注，尤其是低功能患者，康复过
程伴随一生，调查样本中 72%的家
长不得不长期与患者待在家中。”吴
维维说。

期望
越来越多的人行动起来

可喜的是，调查发现，越来越
多的爱心人士已经行动起来，帮助
孤独症患者家庭。

尤其在宁波，这样的身影越来

越多。
比如，早在 2012 年，宁波市

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就已成
立，这是省内首家援助孤独症家庭
的民办非企业机构。

今年 1 月，该中心还联合菜鸟
网络，成立了全国首个爱心轮值菜
鸟驿站，为心智障碍青年提供就业
场所。

政府层面也在积极推进孤独症
群体的康复、教育、就业、托养庇
护等工作。

比如，浙江成立孤独症人士及
亲友协会，形成省市县三级组织网
络，专门为孤独症人士服务。

调研团队也已行动起来。他们
不只是做调研、写报告，还身体力
行，尽己所能帮助大龄孤独症患
者。

“参加志愿服务，分享我们知
道的信息，介绍患者家属认识，希
望通过借力互助，让家属从长久照
顾患者中解脱出来。”

“我会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今
后一直关注和帮助他们，也希望越
来越多人参与进来，给予关注和支
持，帮助他们更好地活在现实之
中。”团队成员邢佳和说。

宁波大学生历时两年，调查了全省11个地市350户家庭，发布一份报告

大龄孤独症患者，过得还好吗？

孤独症患者轩轩热爱钢琴，调研团队成员周心洁得知消息，给轩轩做了一年多的陪练志愿者。（受访者供图）

“一束鲜花献故人，文明祭扫
靠大家。”昨日，宁波市公交集团
镇海公司志愿者在九龙湖墓区公交
短驳点通过鞭炮换菊花、文明祭祀
承诺签名等形式向来往的扫墓客倡
导文明祭扫，倡导市民过一个绿
色、环保、平安的清明节。

清明期间，该公司还设立“清
明便民服务点”，免费为市民提供
饮用水、爱心雨具、应急药品、环
保袋等物品。同时，在墓区重要路
口，志愿者还为扫墓市民提供咨询
服务、指引道路、应急处理等服
务，引导市民有序进园，确保安
全、有序、文明祭扫。

（徐能 董美巧 摄）

绿色祭扫
过清明

郑建钢

据昨天《宁
波日报》民生版

报道，徐国民今年 60 多岁，从事
采药 20 余年。一般立春后、清明
前，是徐国民最忙的时刻。凌晨四
五点，穿上蓑衣、戴上斗笠，徐国
民便上山了。大多数药材长在藤蔓
纵横的深山里，需要用柴刀拨开杂
草和树丛，还要随时防范毒蛇、野
猪和摔伤。

“不求富贵，只求健康平安，
尽可能多帮一些人。”这是徐国民
的初心。但是，一位 60 多岁的老
人上山采药，不但充满了危险性，
而且一个人单打独斗，采集到的药
材总归是有限的。

看来，作为慈城仅存的采药
人，徐国民老人一方面需要培养徒
弟，带领一批愿意吃苦耐劳、有志
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年轻人帮助他
一起采集药材；另一方面，要努力
发展本地中药材种植，进一步扩大

药材来源。像海曙区的章水贝母种
植，已经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章水也因此被命名为“中国
浙贝之乡”。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
重视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在
前年举行的宁波市两会上，市政协
委员胡勤波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进
我市中医药特色街区建设的建议，
提出要进一步集聚中医药元素和中
医药资源，将药行街打造成为宁波
又一张地标性名片。此外，我市于
2021 年统筹两所高校资源成立的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已经在药科学
领域培育本科层次人才了。

甬城无闲草，四明多灵药。对
于宁波来说，无论是中医药医疗机
构、中医药高等学府，还是中医药
产业发展园区、中医药药企，打造
中医药强市是有条件的，应该牢牢
抓住机遇，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
做大、做强、做优中医药产业。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为打造中医药强市加把力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苏明 李娟）“我今年 80 岁了，是
一个孤寡老人，年纪大，身上毛病
也很多，没有人在身边帮助我，我
需要一部老年手机。”象山县高塘
镇的王阿姨向志愿者诉说后，志愿
者帮她实现了这一心愿。

4 月 1 日，“星星点灯”困境老
人愿望清单项目的送心愿志愿者队
伍来到了象山县高塘岛乡和鹤浦
镇，为海岛困境老人点亮“微心愿”。

“星星点灯”困境老人愿望清
单项目由宁波市扬帆久久慈善基金
会“阳光雨露”专项基金发起，宁
波市雅戈尔·甬尚慈善 （社工） 服
务中心参与执行，聚合多方力量、
整合各类资源共同完成。2021 年
至今，项目组已经帮助江北城郊、
奉化山区、北仑山区、象山海岛的
48 户困境老人家庭点亮“微心愿”。

本期项目组分两批来到象山海
岛 为 11 户 困 境 老 人 送 去 了 电 视
机、燃气灶、手机、洗衣机、电饭
煲、电风扇、热水器等能够满足基
本需求、提升生活质量的物资。社
工和志愿者耐心地询问了每位老人

的身体情况和基本生活状况，陪老
人唠唠家常，给他们讲解电器的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这些老人都挺不容易的，身
边很少有子女陪伴，有的残障老人
生活很不方便，政府给的低保除了
日常开支外都不舍得花，你们送的
电器对于他们来说都很实用，真的
非常感谢！”象山县鹤浦社工站的
叶子枫感慨。本次活动中，象山县
高塘岛乡和鹤浦镇的社工全程陪
同，仔细讲解每一户老人的困难情
况。

“‘星星点灯’困境老人愿望
清单项目区别于传统单一的‘送物
资’模式，而是从服务对象实际情
况出发，由本地社工入户走访，排
摸需求，再由志愿者上门配送与讲
解，采用‘慈善+社工+志愿者’

‘物质+服务’的模式，共同点燃
老 人 积 极 生 活 、 乐 观 养 老 的 信
念。”“阳光雨露”专项基金的负责
人说，宁波市扬帆久久慈善基金会

“阳光雨露”专项基金是由宁波市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宁波上市公
司协会、宁波市证券期货业协会共
同发起设立，是资本市场开展爱心
公益活动的一个平台，今后将推进
项目的深化和持续，帮助更多的困
难老人家庭实现“微心愿”。

“星星点灯”
点亮海岛老人“微心愿”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黄 扬

雨后春笋节节拔高。这几天，
海曙区横街镇沉睡一冬的万亩竹
林，一年一度的“黄泥拱”喜迎上
市时节。

“‘黄泥拱’来了！笋大蹦脆味道
甜。”驱车经过横街镇大雷村，满街
的吆喝声此起彼伏，鲜嫩的“黄泥
拱”摆放路边，待价而沽。

村民汪根芳说，从 3 月中旬开
始，“黄泥拱”陆续上市。竹农只
要在街边摆摊，商贩就会闻讯前来
收购。今年天气总体干旱，笋质量
优劣差别大，街市收购价每公斤 4
元 至 24 元 不 等 ， 而 优 质 “ 黄 泥
拱”是物以稀为贵。

横街镇是宁波地区重要的毛
竹、竹笋产地，拥有近 5 万亩竹
林，单片竹林面积全国最大，被誉
为“中国竹笋之乡”。横街镇的竹
林土质肥沃、泥地松软，这片土地
上生长的“黄泥拱”蹦脆甜爽，广
受大众喜爱。

“黄泥拱”好吃，不过挖起来

是个技术活。“‘黄泥拱’见光很
快变老，价格下降，所以，竹农要
练就一身快、精、准的探土寻笋本
领。”汪根芳说，村民一般有数十
年挖笋经验，先用眼神捕捉地面隆
起的小包，然后用脚掌感受一下，
就能知道地下的“宝贝”成色。一
旦确定目标，抡起锄头三五下，铲
断笋根，基本一铲一个准。

“村民每天早上六七点上山，
一天最多能挖 300 公斤，预计今年
全村‘黄泥拱’产量可超 87 万公
斤 。” 大 雷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汪 斌 介
绍，大雷“黄泥拱”的笋期可延续
到 5 月上旬，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时
间里，为了保证笋的品质和销售渠
道，村民常常通过制作罐装油焖笋
等方式进行深加工。

当地的竹海农庄负责人汪宏良
还运用当地独特的古法保鲜方式，
将“黄泥拱”剥皮、洗净、切块，
再用山涧溪水密封，这样做成“白
玉笋”的保质期可以延长至一年。
今年能出品 2 万瓶“白玉笋”罐
头，直供本地农家乐及周边地区餐
饮企业。

春笋节节拔高
林间美味上市

鲜嫩的“黄泥拱”新鲜上市。 （陈朝霞 张昊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