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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
中心是府桥街菜鸟驿站的创办
方，该中心副主任王珍英一直在
探索心智障碍青年的就业途径，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有了以孤独
症家庭为单位，承包快递站，帮助
这些青年就业的想法。

2022年 12月 26日，府桥街
菜鸟驿站正式开张，这也是全国
首个爱心轮值菜鸟驿站。但驿站
随即遇到了两大困难：

一是原有的“对公模式”不完
善，王珍英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
与菜鸟物流沟通，最终，对方完善
了相应的业务流程和系统。这意
味着不仅在宁波，全国的社会组
织都可以复制这种模式。

二是邻里关系建设。不少居
民习惯从快递柜取快件，驿站开
张后，他们要走到位于小区外的
街边驿站来取快件。不过，当看
到驿站门口挂的“慈善总会就业
服务点”牌匾、了解到这家驿站开
设的初衷时，绝大部分居民表示
了支持。

王珍英说，他们致力于办一
家“有温度的驿站”，对小区里年
岁高、身体虚弱或腿脚不方便的
居民，驿站会主动送件上门；送快
递路上，如果遇到需要帮忙的居
民，他们也会上前帮一把。

令人欣慰的是，一年来，居民

们看到了这些努力，并回馈以最
大的善意和包容，一张张笑脸，一
声声“谢谢”，也成为温暖心智障
碍者家庭的力量。

浙江省孤独症人士及亲友协
会主席冯东认为，府桥街快递驿
站拥有完善的后台系统和业务流
程，使得操作变得很简单。能力
弱的孩子可以贴标签，能力较强
的孩子可以独立完成入库和送货
任务，这对心智障碍青年来说，是
一个不错的就业形式。

“当这些青年以消费者、志愿
者、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社区居
民们身边时，融合就会自然而然
地发生。”冯东表示，这样的快递
驿站，除了探索心智障碍青年的
就业新途径，更关键的是让他们
承担有价值的社会角色，自然地
出现在社区生活中，为其融入社
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而且这
种模式是可以复制推广的。

据了解，从全国范围来看，有
些地方也在做这方面的探索，比
如在福建泉州，有一位双胞胎孤
独症孩子的妈妈，以个人名义办
了一家快递驿站，并吸纳心智障
碍青年就业；宁波鄞州的助残机
构“柠檬树·共富工坊”也在其就
业培训服务体系中，开出了快递
业务板块。
记者 朱琳 王思勤 袁先鸣 文/摄

↑心智障碍者洋
洋在送快递，左边是陪
同他的志愿者，跟在后
面的是心智障碍者睿
一的妈妈。

←宁波市海曙区
府桥街，这家全国首个
爱心轮值菜鸟驿站运
营已有一年。

这一探索，帮助心智障碍者
走出“孤独”走向“融入”

12月30日，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菜鸟驿站内，几名心智障
碍青年在家长的陪同下，一起完成整理快递、入库扫码、贴单上
架、送货上门等日常工作。

这是全国首个爱心轮值菜鸟驿站，从一年前的磕磕绊绊，到
如今的步入正轨，这个快递驿站不仅摸索出了一条可持续、可复
制的心智障碍者家庭创业就业之路，也为心智障碍者及其家庭
融入社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锻炼了一年，他们已能胜任大部分工作

一手拎着快递袋，一手推着快
递车，如果不是嘴里反复念着相同
的几个词，记者很难分辨出洋洋（小
名）是孤独症患者。每周，洋洋都会
在姑姑的陪伴下到府桥街菜鸟驿站
工作，经过前期的训练，他已经能

“熟练”找到收件人的住址和门牌
号，送货上门。

这个菜鸟驿站聚集了多个这样
的心智障碍者家庭，妞妞、园园、浩
浩、睿一……每名心智障碍者都有
个亲切的小名。驿站的日常运转，
主要依托5户心智障碍者家庭轮流
值班实现，睿一和妈妈每周一、周四
值班，周二到岗的是妞妞家，圆圆和
妈妈负责每周三、周五。至于贝贝
家和浩浩家，平时大人要上班，因
此，他们分别承担了每周六、周日的
相关工作。包括洋洋在内的其他心
智障碍青年，也会定期来驿站帮忙。

今年20岁的睿一长得人高马
大，高货架的打扫工作就交给他。

“我们要给孩子建立好规则制度，知
道来了驿站要先做卫生，回家前，也
记得先把驿站的电源关掉。”睿一妈
妈介绍。在她看来，经过长时间锻
炼，孩子们基本上能顺利完成任务，
但需要家长从旁做好支持。

“快递工作看起来琐碎简单，但
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却很不容易。”
一名心智障碍者的妈妈说，这些孩
子有时可能会因为看错楼层而送错
快递，有时敲门声太大也会引起个
别业主不满。更难的是，当接到询
问快递信息的电话时，孩子们会因
为紧张而“卡壳”，这就更需要外人
的理解。

为做好服务，只要来到菜鸟驿
站，妈妈们就会不厌其烦地教孩
子。比如，扫码贴单要一个对应一
个，送完快递后要拍下收件人的门
牌和快件送达的照片，与人沟通要
耐心……

平时，每天抵达驿站的包裹有
400件左右，要送货上门的约 100
件。完成送件任务后，还要盘点账
目、打扫卫生，当天值班的家庭一般
得忙到晚上8点以后才能下班。今
年“双十一”期间，快递量比平时多
了一倍，这个小小的驿站也经受住
了考验。

目前，心智障碍青年们已能胜
任驿站里的大部分工作，其中两个
孩子甚至能独立完成送货任务。但
由于情绪和社交障碍，他们还不能
独自处理客服类相关工作。

不只是就业，他们还找到了情绪出口

在孤独症孩子成长过程中，有
的家长很早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围着孩子转，自己一旦遇到情绪问
题，常常无从排解。而在这个小小
的府桥街菜鸟驿站里，家长们找到
了一个情绪出口。在这些家长看
来，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到驿站工
作的意义，主要在于融入社会，与更
多的人接触交流，就业赚钱反而是
其次的。

“每天待在家，把自己跟孩子都
封闭在小小的空间里，那样的生活
我不敢想。”妞妞妈妈告诉记者，在
女儿确诊孤独症后，她跟不少家长
一样开启了边工作边陪读模式，“我
一直担心离开特殊教育学校后，孩
子没地方去，一直不与社会接触，不
利于她现有社会功能的保持，更别
说提高了。”

园园妈妈留着干练的短发，在
菜鸟驿站忙活起来十分利落，对她

来说，这个小小的驿站同样为她和
女儿提供了一个融工作与社交于
一体的场所。“这里也是我们这些
特殊家庭抱团取暖的地方。”园园
妈妈说。

在驿站里，大家都像妞妞母女、
园园母女一样，孩子与孩子相互搭
档，妈妈与妈妈相互扶持，从经历无
助、无奈，到逐渐与生活和解。在一
天天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妈妈们有
辛苦也有欣慰，经常一起交流陪伴
孩子成长的心得；驿站不忙时，她们
就一起包饺子，有的负责擀皮，有的
拌馅儿……

共同守店的过程，让这些心智
障碍者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和谐，家
长们看到了孩子的进步，孩子找到
了努力的方式，身边还有“风雨同
舟”的好伙伴。其中一户家庭在尝
试了驿站全部运作流程后，甚至有
了自主创业的意向。

笑脸和“谢谢”，他们获得了居民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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