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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母年华老去，智力消退，行为可笑——
你会如何爱父母？”让我们关爱老人，关注失智老
人，给予生命两头同等的关爱！宁波市第二医院记
忆团队将举办一场关于失智症的健康讲座，涉及如
何早期识别记忆减退、记忆减退的常见类型及原
因诊断、正确看待“失智”及规范化治疗、保护记忆
的方法及益智饮食、认知康复训练包括等内容。

主讲人：陈才敬副主任医师
活动时间：8月26日上午800
地址：南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楼（海曙

区尹江路68号）
公交车：156路、159路、512路、819路尹江岸新

村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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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务员转为面包房经营者，冯东率性而为的背后，是
一个星宝家庭为了孩子的抗争和自救。

采访中，冯东说，大多数星宝家长对孩子未来的规划都
是很黯淡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睿睿没有未来，也不想跟
他女儿情况相似的其他特殊孩子一生都黯淡无光。

这几年，自闭症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自闭症
人群需要支持，但更需要自救。正如我们无法叫醒一个装
睡的人一样，如果一个人群无心自救，外界的救助力量将无
法持续发生作用。

冯东的自救，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无私的爱，更是“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之后的开阔。这样的父爱，平凡又伟大，质
朴又感人。

记者无意间发现，停在面包房对面的一辆“僵尸车”，竟
被冯东领着孩子们重新刷上了白色和绿色的油漆，在被遗
弃多年之后穿上了新衣。这些常人看了侧目的行为，冯东
却说得很淡然：“每个生命，都应该被重视，都可以活得更有
意思一些”。 记者 滕华 实习生 姚青云 通讯员 毛一波

“娜娜，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了，
你可以去听一首歌，或是弹弹琴。我要
和记者阿姨安静地聊一会儿，好吗？”娜
娜是一个21岁、个子高高的女生，她有
一定程度的智力障碍。作为面包房的工
作人员，娜娜见到记者一行三位“顾客”
走进小店，显得很是兴奋，高声唱起歌
来。冯东轻声地提示她，目光一直温柔
地注视着娜娜，捕捉她的回应。

面包房现在一共有6人：两位老板、
两位面点师、两位特殊孩子。与娜娜的
外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直默默忙碌
着的梦梦，长相乖巧的她是一名刚刚20
岁的聋哑青年。因为之前有过烘焙专业
培训，梦梦很多时候是制作饼干糕点的

主力，能有效地帮助到面点师。
娜娜之前在另一家面包房工作，但

在今年初，它关门了。几个月的时间里，
娜娜赋闲在家，天天问妈妈：我喜欢出去
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再去上班呀？

这件事给了冯东很大的冲击。想到
今年9月就要入读达敏学校的女儿睿
睿，还有更多和她一样的特殊孩子，将来
去哪里就业，难道社会就这样对他们关
上一扇又一扇的窗？冯东忍不住心痛和
焦虑。

“特殊孩子的就业场所，不是那么好
寻的。”冯东说，他们一般节奏较慢，有的
行为甚至可能对工作空间里的其他成员
形成打扰，必须在场地设计和管理细节
方面多下功夫。如今，冯东的面包房，让
娜娜和梦梦又找到了她们喜欢并且力所
能及的岗位。

在娜娜入职后的一个月里，冯东认
真地观察着她，能做什么，做得怎么样。
一个月后，他为娜娜拟定了一份工作日
记，根据工作流程，每完成一项，娜娜自
我检查后就可以划上一个勾。

四页A4纸上，写得满满当当：穿围
裙、戴帽子、给妈妈打电话说到店里了、
把红色遮阳棚打开、给盆景喷水、用电水
壶烧水、用红色抹布擦桌椅门框、中午休
息不看视频、弹一首曲子……冯东告诉
记者，里面记录的每一项，他都亲力亲为
先去做过，就怕娜娜完成起来会太难。

中午时分，娜娜拿出她的绘画本，给
《秘密花园》细心地涂色。抬起头，她微
笑着说，自己很喜欢在这里工作，大家对
她都很好，又指了指在一旁和面的冯东，

“冯老师，是阿东爸爸。”

冯东是宁波公益圈的知名人士、多年义工，一直积极参
与自闭症孩子及其家庭的各种康复、培训、讲座活动。在卸
下公务员身份之后，如今的他成为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
心的秘书长，走上了专职公益道路。

没开面包房前，冯东只是一个纯粹的星宝家长。“我和
很多特殊孩子的家长一样，都觉得自己孩子有就业意愿，也
有就业能力，社会为什么不帮助他们就业？”但变身面包房
小老板，各种经营压力袭来，冯东需要想的是，如何在照顾
特殊孩子和面包房赢利之间找到平衡。

“至少，我得保证面包房能长长久久地经营下去，让孩
子们不仅能找到发挥他们社会价值的地方，更能有一个人
生的社交平台。”冯东说，他希望拿自己的后半生去尝试探
索，为宁波的特殊孩子创建一个适合他们生活、工作、学习、
劳作的空间，打通他们探向社会的更多窗口。

因为在居民小区边，星宝中心谈下来的租金不算贵。
店堂装修走起了明快的“工厂风”，墙壁刷刷白，看起来竟也
整洁大气。给大门刷油漆，冯东亲自上阵，至今大拇指上仍
留有白色印痕。整个装修两三万元就搞定，算是相对节俭。

在成本控制之外，冯东也有着大多数经营者的自尊和
自信。他并不希望面包房的营销过多强调公益，也不愿去
消费市民的爱心，不会去跟顾客说，这是残疾孩子生产的饼
干。“肯定是要以产品本身的味道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来
做参考的，单单要人家为了产品背后的故事来买单，是不能
长久的。”

小小面包房的出现，也引发了周边商家的特别关注。
对面嗨跳蹦床运动公园的老板主动过来说：嘿，冯哥，欢迎
你们的孩子来我这里玩哦！隔壁杂货店的老板娘总会热情
地送来当天刚采摘的蔬菜水果：自家种的，街坊邻居随便吃
吃……

越来越多的商家、店铺、企业在走近冯东，走近宁波的
一个个特殊儿童家庭。在冯东的理想国里，这些超市、饭
店、影剧院、培训场馆、养老场所，不仅会对特殊孩子释放善
意，更能做他们的安全社交平台。

“孩子们的需求其实不多，他们的生活空间不应该再缩
小了，我们应力所能及为他们构建更多更多的去处。”冯东
说的“去处”，不一定必须是就业场所，也可以只是一个能接
纳特殊孩子们玩玩、闹闹、走动走动的地方。

“这里的面包房，应该只是开始，我们还会向更多领域
尝试。”冯东的目光很坚定。面对这个42岁选择自摔“金饭
碗”的星宝爸爸，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他是真要去做一些自
己想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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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公益牌，不消费爱心
希望特殊孩子能有更多“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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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个去处……”

辞去科长职务开面包房
可以在这里成长、工作和玩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