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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闭症患者的专注力，也是我们在努力
的。”在大学生志愿者何佳敏眼里，患有自闭症的谢
林看起来也像个孩子。为了帮助谢林提高认知能
力，她与吴岳麓等一起，指导他们认字、画画，教会
他们基本生活技能。

了解到谢林是二级自闭症患者后，何佳敏有空
就跟谢林讲有趣的故事，通过讲故事提高谢林的注
意力。从几分钟到一刻钟，再到半个小时，何佳敏
边讲故事边提问，而谢林的专注力也在慢慢提高。

“从一开始石沉大海的对话，到静心倾听，回答
问题，谢林的变化真让自己高兴。”何佳敏感慨地
说，现在，谢林的性格变得开朗了，还能在其他志愿
者面前自主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自闭症这类疾
病，除了用适当的教育方式，还需要十足的耐心和
关爱，才可以叩开他们的心门。”何佳敏说。

医院破例先做脊柱手术

小胥去年孤身一人来到宁波打工，希望
能贴补家用。出事前，她在宁波卖装修材
料。

今年4月份，小胥在出租屋收衣服时，
因为严重的贫血不慎从三楼坠落。“经过检
查，她两节腰椎爆裂骨折伴双下肢不全瘫
痪、大小便失禁、双侧踝关节骨折、右侧跟骨
骨折、左侧尺桡骨骨折。换句话说，她除了
腰椎骨折合并截瘫之外，四肢只有右上肢没
有骨折。如果不及时救治，就可能导致瘫
痪。”解放军第113医院创伤骨科主任赵宏
说。脊柱损伤的治疗，要和时间赛跑，越早
手术，就有机会甚至非常有可能恢复自理能
力。

当时，小胥的父亲还远在河南。根据规
定，在没有病人家属签字的情况下，是不能
手术的。“孩子才18岁，花一样的年纪，尽快
手术，她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在向医院汇
报后，我们决定在没有家人签字，没人支付
医疗费的情况下，破例先为她做脊柱手术。”
赵宏说。

女儿遭遇意外，医疗费让小胥父亲愁眉
不展。安顿好小胥，他又匆忙回老家借钱。

可是，前前后后只借到几千元钱。当时，小
胥第一次的手术费用已经花了5万多元，第
二次手术还需要10多万元，接下去还有后
续康复治疗的费用。

赵宏记得，他去查房时，小胥躺在病床
上，很可怜地问了一句：“医生，我明天还能
住在这里吗？”这句话，赵宏听了以后几乎落
泪，他和同事们行动起来，自发为小胥捐款，
他还发动了大学同学、中学同学为这个花季
女孩出份力。

5月3日，在手术费还没有到位的情况
下，医院又为小胥做了第二次大手术，用时6
个多小时。小胥的情况被媒体报道后，爱心
如潮水般涌来。书友会、企业为她组织爱心
义卖，晚报90岁的读者托人送了1300元到
医院……医药费很快有了着落。

能缓慢走路了，笑容回来了

几次见到小胥，她身上总是缠着厚厚的
绷带，脸色苍白。因为疼痛的关系，她很少
说话，有时还未开口，眼泪就无声地流下来。

现在，小胥的面色比之前红润了很多，
笑容又回到她还带些稚气的面庞上。在爸
爸的鼓励下，躺在病床上的小胥独立向左边
侧了侧身子，然后，靠自己发力，坐了起来。

在父亲的搀扶下，她从病房慢慢向护士站挪
去，走得很慢，却也很稳。

路上碰到熟悉的护士，她主动打招呼：
“姐姐好”。才走了20米左右的路，她的鼻
尖上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护士关心地说：

“刚开始恢复走路，肌肉会有点酸胀，晚上热
敷下会好很多。”

走了一圈后，小胥回到病房休息，她嘴
角上翘，甜甜地笑着。“手术之后的那段时间
很难过，有这么多人帮我、鼓励我，我也有信
心了。非常感谢大家。现在，我最想让自己
快点好起来，让那些帮助我的人都能看到。
我想好好恢复，快点能自己做饭，做些家务，
能够自理。”

杨威说：“小胥的恢复情况比我们想象
得好。治疗和恢复过程中，小胥很能吃苦，
我们相信她没问题的。我们过段时间看她
的恢复情况，预计8月份小胥就能出院，回
归正常生活了。”

当问及市民最为关心的费用问题，医生
表示，后期基本不存在医疗上的花费了，但
还要继续接受下阶段的理疗康复。

小胥多次告诉记者，她最想感谢的是宁
波热心的医生和市民，正是源源不断的爱
心，给了她希望。 记者 王颖

小胥能自己坐起来缓慢走路了
她说，最想感谢的是宁波热心的医生和市民

《孤身来甬打工的18岁河南女孩坠楼重伤》后续

“小胥能站起来，
能慢慢走路了!”昨
天，解放军第113医
院医生杨威告诉了记
者一个好消息。

5月6日，本报报
道了孤身来宁波打工
的18岁河南女孩胥
田振因坠楼重伤，送
到医院时，双下肢瘫
痪，大小便失禁。而
小胥的母亲已经去
世，20多万元的治疗
费用对这个贫寒的家
来说无疑是天文数
字。医院的医生和宁
波市民，纷纷筹集善
款，用爱心重新点燃
了她对生命的渴望。

大学生志愿者帮助自闭症患者

接力棒已交到了第3年

大学生志愿者在跟自闭症患者交流。

前天下午，为期
10天的江北区恰如
家养老助残爱心服务
中心的志愿活动结束
了。像往年暑假一
样，来自宁大科技学
院法商学院的大学生
志愿者继续接力帮助
自闭症女孩。当患有
自闭症的琪琪拿着自
己做的手工作品兴奋
地向老师展示时，谁
能想到，这个整天低
头不语又爱哭的女
孩，两年时间会有这
么大的变化。

前天下午，在恰如家助残中心，大
学生志愿者何佳敏对记者说，10天的
暑假实践活动就要结束了，可琪琪和
谢林寸步不离黏着志愿者们，怎么也
不肯走开。

活动现场，琪琪手里拿着一件手
工作品，上面打着中国结。在她面前，
还有一张纸，上面都是她写的汉字和
数字。看到记者对自己的手工作品很
感兴趣，琪琪自豪地向大家展示着。

“两年前，琪琪刚到恰如家的时
候，是一个孤独不语，整天低着头的女
孩。”恰如家的负责人兼指导老师吴岳
麓说，琪琪不仅基本生活技能不会，也
不与人沟通。记得第一天来，从低着
头进门到坐在椅子上半个小时，琪琪

连头都没抬一下。刚交流了一句话，
琪琪就哭了，弄得大家都很尴尬。大
学生志愿者邵圆圆说，看到琪琪这么
胆怯怕生，她也暗暗心疼这个与自己
同龄的女孩。

活动第二天有互动游戏环节，由
大学生教手工同心结的打法。邵圆圆
发现，琪琪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她悄
悄坐到琪琪身边，手把手地教了起来。

“看似一个简单的手工结，正常人
只要几秒钟就能学会，可琪琪硬是学
了三天。”邵圆圆说，当时她就想了一
个办法，用数字手势表示打结步骤，让
琪琪慢慢接受。“教完最后一个步骤，
琪琪非常开心，拿着同心结向大家炫
耀个不停。”

用数字手势帮助提高动手能力

需要十足的耐心和关爱

“我们所说的大拇指教育，其实就是点赞的意
思。”吴岳麓表示，自闭症孩子在家不做任何家务，
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差，但到了恰如家之后，要从洗
碗、系鞋带、叠被子等生活技能开始培训，让他们学
会自理。此外，还要不定期的组织“考试”，检查所
学的技能是否达标。如今，琪琪和谢林的进步非常
明显，不仅学会了洗碗、扫地，还学会了叠被子、认
字、写字。最重要的是，她们都变得自信、开朗了。

江北区残联副理事长徐姣英表示，恰如家作为
区残联的脊髓伤者康复公益机构，成立四年来，着
力为三十多名自闭症或残障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目前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志愿服务体系。宁大科技
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三年来，在暑假、节假日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爱心接力帮助这些自闭症患者
摆脱孤独，走出孤独的世界，引导他们更好地回归
社会。

记者 孔玲 通讯员 何佳敏 文/摄

鼓励自闭症孩子
学会基本生活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