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服务

5月 16日是第三十一次全
国助残日。宁波市志愿服务基金
会决定从5月16日开始发起“扶
残助残办实事 有你有我显真情”
为主题的大型义卖活动。

活动以线上和线下互动的形
式进行。其中，线上活动将持续
到5月30日。其间，爱心人士可
进行线上下单，线上购买可选择
自提或邮寄。线下活动则在5月
23日当天，各大活动地点将分别
设立爱心摊位，采取几大片区线

下联动义卖。线上购买选择自提
的爱心人士可凭购买记录于5月
23日当天至轨道交通鼓楼站甬
城惠客厅进行自提。

选择线上购买的话，爱心人
士 可 以 点 击 https://
wxa3403025fcdeab52.97866.
com/web/链接，下单购买；也可
以扫文末二维码下单；或者关注

“宁波市志愿服务基金会”公众
号，进入页面点击“我要捐赠”选
择“志愿商城”，下单购买。

此外，市民可以在5月23日，
到鼓楼步行街、轨道交通鼓楼站
甬城惠客厅活动现场进行线下购
买。

义卖所得善款，将用于残障
人群困境家庭帮扶，为残障人士
提供康复治疗及资助扶残助残等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并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

记者 林伟
见习记者 王昱汀

通讯员 巩俐

扶残助残爱心义卖
线上火热开启

乐器表演结束后，宁波市康
复医院的志愿者们为托养人员
测量血压、血糖，查看托养人员
的病例并问诊，有针对性地开具
康复处方，康复治疗师针对肢体
功能存在障碍的人员进行持续
有效的综合治疗。

在卓远愈养中心，很多患者
是精神与肢体双重残疾，在与这
群特殊患者的沟通过程中，更加
需要耐心和爱心，还要时刻关注
他们情绪的变化和体能的承受
度。这是神经康复一科治疗师
史海燕为卓远愈养提供志愿服

务过程中最为深切的感触。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让精神残疾人员能真正获得尊
严、平等、共享，助力他们早日回
归社会。”卓远愈养中心负责人
陈红辉表示。

记者 朱琳/文 记者 崔引/摄

从身体上和精神上帮助他们

5月16日是第三十一次全国助残日，当
天下午，随着萨克斯奏响《我和我的祖国》，
海曙区卓远愈养中心的百余名托养人员度
过了一个充实的节日。海曙区“一人一艺”
文艺志愿服务团队的 7 名文艺爱好者为他
们带来了多个作品的演奏，宁波市康复医院
的志愿服务团队为托养人员做了康复服务。

记者从市文明办获悉，这是卓远愈养中
心特殊人群关爱志愿服务项目的一次日常
活动，这一项目探索实践“社会组织 康复机
构 专业志愿者”的服务机制，帮助精神障碍
患者摆脱疾病走出阴霾。

跟传统的封闭式康复理念
不同，卓远愈养中心开始向开放
式、半开放式病房转变，病人不
再局限于狭窄的病房，而能走出
病房，参与一系列活动，譬如烘
焙、书法、手工等，这对促进精神
障碍人员早日实现行为自控、生
活自理、辅助性就业以及融入社

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精神残疾人康复离不开社

会的支持，自2019年起，已有多
支志愿服务团队为托养人员带来
服务，其中由宁波市康复医院志
愿服务团队提供的康复服务和由

“一人一艺”团队带来的文艺志愿
服务是托养人员最需要的。

以宁波市康复医院为例，他
们组建了一支由27名党员及副
主任以上康复医师、中级以上康
复治疗师与康复护士为核心成
员的专业康复医疗团队，根据卓
远愈养百余名托养人员的具体
康复需求，开展个性化、差异性
的康复医疗志愿服务。

身体的康复是一方面，精神
世界的充实也同样重要。

16日下午，为托养人员带
来乐器演奏的，是东海萨克斯乐
团的成员们。

《半个月亮爬上来》《梁祝》
等耳熟能详的歌曲，经萨克斯演

奏后，久久回荡在卓远愈养中
心；江南丝竹的代表作——《春
晖》也吸引了不少托养人员；此
外，团队负责人白桦以聊家常的
形式，向大家介绍了二胡、中阮
等乐器知识。

“现场气氛很热烈，不少人

有共鸣，有的跟着我们的节奏打
拍子，有的连声叫好，这是我事
先没有想到的，今天以欣赏为
主，以后我们会不间断地根据大
家的需求，带去不同类型的音乐
表演，比如更多的互动和技能培
训等。”白桦表示。

根据不同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助力精神残疾人员回归社会

让他们真正获得尊严、平等、共享

许奶迪是宁波余姚低塘街道残联的
工作人员，因小儿麻痹症导致残疾，他曾
经历过3次让他痛不欲生的手术，也曾拥
有姐姐背着他上学的温暖；他曾遭遇冷
眼，但也获得了身边人鼓励。他用获得全
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冠军的插花作品
宣示自己的人生已然绽放，他驾驶着3年
前买的车，在低塘街道1386个残疾人的
家门口兜兜转转了5万多公里，他梦想着
在大家的人生里都插上鲜花，尽情开放
……

温暖与激励
让他的“鲜花”盛开

小学四年级以前，许奶迪是有些自卑
的。学校的文体活动不用参加，不雅绰号
总是飘进他耳朵。后来做了手术，在隔壁
中学读书的姐姐每天背着他上学、放学，
家人的温暖成了他最大的依靠。

到了初中、高中，他被要求不得缺席
任何活动。就算他最怵的爬山，同学们也

“警告”他：“你必须来，我们搀也要把你搀
上山顶！”高二那年校庆，他设计的校庆徽
章获奖后被定为校徽，“许奶迪”的名字火
遍全校，大家都知道他是全校唯一一个残
疾人，但全校的师生却没有一个把他当成
残疾人。

1998年高中毕业后，他进了工厂做
绕线圈的计件工，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八
九点，一个月拿到2000多元工资；后来，
他在另一家工厂从工人做到主管，用自
信、乐观与坚强俘获了一个女孩的芳心，
两人结婚生子；2006年，28岁的许奶迪
成为余姚低塘街道残联专职联络员，他参
加了大专自考，又考出了手语、康复协调
员等一系列专业证书；2010年，妻子开花
店，他去帮忙学会了插花，并拿到了全国
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插花组的冠军，他生
命中的“插花”也就此绽放……

“我想在他们的人生里
也插上鲜花”

许奶迪走出了阴霾，他也梦想着把花
插进身边残疾人朋友的生活，但现实并不
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他遇到过一家
三口都是精神残疾的家庭；遇到过儿子残
疾，被父亲嫌弃数落“他还能做什么，只会
拖累家人”的情形；遇到过曾被保送进重
点高中的人才遭遇疾病致残，一直难以走
出心理阴影……

渐渐地，他明白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环
境，修复心理残疾更重要。

他推荐8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参加了
市里的“净居亮居”的改造，把他们脏乱的
老屋重新进行了装修，安装了马桶和淋浴
器等设施。

陈伟忠因患格里巴利综合征导致下
肢萎缩，无法站立，成为二级残疾，母亲和
父亲相继患癌，还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家庭风雨飘摇。许奶迪隔三岔五就来看
望他，给他办理了残疾证、低保，申请了生
活补贴和护理补贴，还给他送来了助行
器。

现在，许奶迪依然奔忙在助残的道路
上。他说：“我会竭尽全力把这些小事做
好，让大家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看到鲜花
盛开。”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吴嘉诚

全国助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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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为托养人员演奏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