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
今天是第 21 个全

国助残日，我省360万残疾

人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在这样一个大群体中，有一群

孩子，他们“冷漠无情，孤独自

闭”。家长对他们深感无奈也痛

心疾首。日前，记者走进省残疾

人康复中心以及省内一所民办

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探访这些

孩子的康复现状，倾听家长

及老师们的心声。

记者 赵莉

S S
2011年5月15日 星期日 编辑 宋娟 组版 刘玉 校对陈文彪 05深读ZHU CAN 助残

现状探访

碘缺乏对生育、智力危害大

对于孤独症儿童及其家长的生活现状，省残联理事

长张纯和表示十分同情，同时，他也感慨道：“这确实是一

个大问题，需要我们努力去解决的难题。”

张纯和表示，由于孤独症孩子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导致他们在康复、教育上都有难度，到目前为止，孤独症

儿童的成因也没有研究出结果。但是，近年来社会各界

越来越关注孤独症儿童，政府部门决定将此作为一个重

大课题来研究，并将加大政策建设，加大补贴，减轻孤独

症儿童家庭的负担。

碘缺乏病在我省流行历史悠久，曾经是严重危害人

们身体健康的主要地方病之一。据上世纪50年代初我省

地甲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山区人群地方性甲状腺肿患病

率平均为53.7%。通过在病区广泛实行食盐加碘等防控

措施，1987年全省实现了基本控制地甲病和地克病的目

标。1996年实施全民普食碘盐，截至目前，我省已连续25

年未发现新发地方性克汀病病例。

2010年我省对非高碘的 104个县（市、区）、812个乡

镇、3223个行政村30012户居民食用盐进行了监测。监测

结果为：居民户碘盐覆盖率为 99.66%，碘盐合格率为

98.86%，合格碘盐食用率为98.53%。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有的先天不幸，有的后天残疾。

面对命运，他们怎样抉择？他们的生存境况怎样？时值第

21个“全国助残日”前夕，我们走访了一些残疾人士。从他

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坚强和自信，奉献与责任……

在合肥包河区望湖街道王大郢社居委，我们见到了身

残志坚的张大银。张大银出生在肥西农村，兄弟姐妹6

人，他是老大，小时候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残疾。为了减

轻父母的负担，二十岁不到，他只身进城打工。刚开始，因

为身体残疾，多次找工作都被拒，身上带的钱也所剩无几，

他感到非常沮丧。一次，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时，看

到有残疾人开着三轮车载客赚钱，他觉得自己也可以试

试。在家人的帮助下，他购买了一辆三轮车，开始了在合

肥的打工生涯。凭着不放弃的劲儿，经过了几年的风雨打

拼，他买了房子、结了婚，成了一名真正的合肥人。

2008年政府出台了取缔三轮车的政策，为响应政府

号召，他二话没说，主动交出三轮车。一家人赖以生存的

希望没了，面对困难，他又一次感到迷茫。但政府并没有

忘记他，为他免费发放了代步车，并帮他申报了“万人就

业”。在拿到就业扶助金后，他去学习了修鞋补鞋的技术，

后来又学习了电子配钥匙技术。

尽管生活给了他太多的磨难，但张大银仍然笑着说：

“我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李咏

康复项目匮乏、场地有限、经费不足

孤独症儿童渴望不被抛弃

“因为场地非常有限，我们这里现在共有24个孤独

症儿童接受康复训练。”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孤独症儿

童康复训练班的徐国荣老师告诉记者，一些孩子刚有了

一些康复效果，但因为还有许多孩子在排队等待，只能让

他们离开。

“也就是近些年，随着各种关于孤独症的报道宣传以

及电影电视的推广，人们才开始了解孤独症，知晓孤独症

儿童对于一个家庭的负担有多大。”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2007年该中心开始尝试开设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

班，许多孤独症孩子家长都来咨询。

“我们把24个孩子分成两个班，一个班12个孩子，共

有三个老师分工协作，其中一个为生活老师，主要负责孩

子的大小便、穿着等问题；另外两位则为教学老师，课程

开设分为个训课和集体课。”徐国荣介绍说，由于场地、师

资等各方面的原因，从2009年至今，仅有105个孤独症孩

子接受过训练。

康复场地少孩子治疗受限

民办机构渴望政府帮助
记者从合肥至爱阳光孤独症儿童训练中心了解到，他

们主要开展孤独症的教育研究活动。而其前身则是于

2005年10月由合肥市8位孤独症患儿家长出资发起成立

（现为11家）的，是安徽省第一家专门针对孤独症患者的

民办教育训练机构（本报曾于2007年以两个整版做过专

题报道）。

“我们现在的教学住房全部都是租来的，现有10多

名教师，但因为工资待遇一般，流动性也比较大。”该中心

的一位任教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学校的整个运作情况还

是存在资金、场地、师资力量等诸多方面的困难，需要政

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康复项目匮乏 康复经费难承受
“现在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有一个儿童抢救性康

复项目，可以享受的对象包括聋儿、脑瘫以及孤独症儿童

等，给予他们一年1万元的免费康复救助。”该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但是因为项目名额有限，对于申报对象有着

严格的要求。

据介绍，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要求申报儿童年龄须

在0～6周岁，这样的康复效果会比较明显，主要惠及我

省聋儿、智障、脑瘫、孤独症、肢残等各类贫困残疾儿童。

但是每个受惠孩子仅能享受一年的免费康复训练就必须

离开，日后如果选择自费训练，许多家长可能难以承受巨

大的经济压力。

各方声音

家长：深感希望渺茫 无力前行
“说句实在话，我们既渴望社会各界的关注又感到

害怕，虽然大家的关心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但是，我

们总觉得没有大的转机，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所有的痛

苦也只有我们默默地承受，我们已经一次次失望。”一

位孤独症孩子家长很真诚地对记者说，他们深感前途、

希望渺茫，但他们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就这样被

社会抛弃，他们还在做挣扎，希望曙光能够照射到他们

身上。

老师：教学难度大 工资待遇低
徐国荣告诉记者，因为孤独症孩子的特征表现很

特别，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也有很大难度，一个数字或者

是一个字母需要教上几十遍甚至上百遍。但过后几分

钟，就有孩子仍旧不记得。这就需要家长极力配合，但

部分家长由于自身比较繁忙、素质不高，所以教学进展

有时非常缓慢。

“因为孩子的教学难度大，工资待遇又不是很高，所

以很多老师为了生计，也不得不选择辞职跳槽，这也为孤

独症孩子的康复训练加大了难度。”一位在民办康复机构

任教的老师表示。

省残联：已列入重大课题 未来将加大补贴

身残志坚 风雨打拼
他用坚强“建起”幸福的家

碘盐，你吃对了吗？
今天有大型“防治碘缺乏病日”咨询活动

今天是全国第18个“防治碘缺乏病日”，记者昨天从

省政府地方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我省已连

续 25 年未发现新发地方性克汀病病例。由于碘缺乏病

是地球物理化学性疾病，自然环境缺碘因素很难通过人

为干预而改变，因此，在非高碘地区，我省将坚持推行食

用合格碘盐。

记者 王松青

碘盐质量过关可放心食用

据介绍，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坚持科学补碘，预

防碘缺乏病。今天上午9点开始，省暨合肥市卫生、教育、

工商、广电、盐业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部门共同在

杏花公园开展“防治碘缺乏病日”大型现场宣传活动。市

民可前往现场，咨询碘盐、碘缺乏疾病相关知识。

我省仍将坚持推广碘盐

据介绍，碘缺乏病是由于人类生存环境中缺少人体必需

的微量元素——碘所造成的一种地球物理化学性疾病。最

主要危害是影响生育而出现不育症、早产儿、死产、先畸形儿

等。同时，影响胎儿和婴幼儿的脑发育，导致儿童智力和体

格发育的迟滞或永久障碍，造成人的智力损害。

正常人碘摄入不足时，机体会出现一系列的障碍，而对

人体所造成的损害，可表现出各种疾病，如引发地方性甲状

腺肿（大脖子病）、地方性克汀病、地方性亚临床型克汀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