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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孤独症孩

子课堂，我很兴奋，但同样有些茫然，有

些不知所措。特教老师徐老师告诉记

者，孤独症孩子的课堂分两种形式开展：

个训课和集体课。第一次当特教老师，

我对此充满了期待，都想体验一把，于是

我选择先体验即将开课的个训课，然后

再体验一下集体课。

我即将面对的是一名刚刚入学一个

月的孤独症孩子洋洋（化名）。该堂课的

刘老师告诉记者，洋洋是位典型的孤独症

孩子，今年已经5岁了，几乎没有任何语

言，也很少会跟人主动接触，可以说非常

难以沟通。孤独症孩子几乎不会理睬我

费尽心思所做出的每

一个动作。刘老师告

诉我，必要的时候要

辅助孩子做一些动

作。我试着使用刘老

师教授的教学方法与

洋洋再次沟通，效果

确实好了很多。短短

半个小时的课程，已

经让我费尽了力气，

却也没有教会洋洋什

么新的内容，真正的

交流时间也不足5分

钟，不过好在经过这

半个小时的磨合，洋

洋的眼神告诉我，他

似乎与我不那么陌生

了。

集体课于 15：05

分正式开始了，9 位

同学与家长一起参与了集体课的学习，

课堂上有两位老师。因为这种课很难驾

驭，我便选择先在旁边旁听了一会，才敢

参与其中。

经过半个小时的交流，我跟着两位

老师一起尝试用卡片、敲打鼓声、以及贴

磁铁等多种方式教

授 孩 子 学 习“1、2、

3”，目的是让孩子们

通过数字、声音、实

际操作来感受三个

数字的真正含义，加

深认识。老师们颇

有用心，但是孩子们

的表现却各有不同，

孤独症程度轻些的

孩子能较为容易地

识别数字，参与到各

种环节中，而程度重

些的孩子则很难参

与进来，如果没有家

长和老师的帮助，他

们自己根本不知道

该如何操作。“孤独

症孩子就必须一遍

一遍地教，一个数字

甚至要交上上百遍上千遍。”课后，老

师感慨地对我说。

记者 赵莉/文 程兆/图

孩子，让你叫声“老师”如此难！

农民工，有时觉得他们离我们是那

么遥远，他们总是在我们享受新房新路

的时候悄然离开；农民工，有时又觉得他

们就是在我们身边，几乎在城市的每一

个发展的角落总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身

影。头戴安全帽，一身泥泞，一顿早餐就

能在路边摊上用几分钟“扫”掉几笼包子

……

两天前，记者就和合肥的一个大建

设工地取得联系，希望体验一下建设工

人，特别是最基层的农民工生活。11月5

日下午，记者赶到省城合作化路建设现

场。还未进到施工区域，一片被大型货

车、挖掘机、起吊机碾出来的泥泞就映入

眼帘。特别是一辆辆重载车从身边经过

时，一种莫名的恐慌犹如触电一般传遍

全身。

“晚上不吃包子了，早上吃了一笼没

吃饱，现在的包子比以前的贵多了，”“我

吃了三笼！又不是吃不起，这么省干

嘛。我就吃了三笼，这才有力气干活。”

在向里走的过程中，

记者无意间听到两位

扛钢管的农民工聊

天。

由于施工现场对

于安全有着严格的规

定，施工单位告诉记者

拆卸钢管支架太危险，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意

外。“不是看不起你，你

的身子骨真干不了

的，”于是记者又提出

干些体力活的要求，但

仍被施工单位婉拒。

最终，记者得到了一份

扎钢筋的配活。

所谓扎钢筋就是用细铁丝把钢筋捆

绑成型，捆扎好后，这些钢筋就成为未来

高架桥的“骨头”，所以丝毫马虎不得。

“不要绕得太紧，铁丝会断。”简单的工

作，在淮南工人黄士汉近半个小时的“调

教”后，记者才开始“出师”。蹲在地上，

一圈一圈地缠，一个一个地绕，一个多小

时之后，记者的手已经开始僵硬，双腿更

是像被灌了铅。细

细的铁丝每一次经

过手指之间，都仿佛

是 被 灼 烧 过 一 般 。

黄士汉告诉记者，他

每天大约要这样重

复成千上万次，手上

早有了老茧，所以感

觉不到疼。但是蹲

在地上时间长了，如

果一起来容易头晕。

下午五点，记者

已经被枯燥的扎钢

筋活彻底打败。离

开前，希望留下照片

作为纪念。值得欣

慰的是，黄士汉粗大手指拍下的照片

和记者的扎钢筋一样拙劣。而被记者

替岗的农民工小朱也在工友的电瓶车

上差点笑翻。

星级记者 徐涛/文 农民工 黄士汉/图

大到百姓防疫、文明创建，小到二代证代

办、维修维护、送餐理发等等，什么都做，他们

叫做“社工”。记者跟随琥珀街道的社工徐

瑶，体验了一把做社工的辛苦、充实与快乐。

早上 8 点，记者开始了一天忙碌的体

验。8：30 到琥珀街道送表格审查、盖章，8：

45去请盲人按摩师，给社区的李奶奶进行按

摩。11：00回到送餐服务中心后，帮助中心的

工作人员尽快做好饭，11：30开始送餐服务。

“我们送餐服务主要是针对高龄，一般在

80 岁以上，独居、空巢的老人，还有残疾老

人。一般每天要送十四五户，最高峰的时候

送过十八户老人。”徐瑶说。

每到一户，当记者手忙脚乱地将饭菜送

去时，徐瑶都把楼下的报纸带到屋内，盖好登

记章。不仅有时间控制，还要快速上下楼跑

个没完，很快记者就大汗淋漓了。

回到送餐服务中心，已经是中午 12：40

了，记者以为能够吃饭、休息了，没想到，徐瑶

却开始在清洗刚才送餐回来的餐具，并进行

了消毒。忙完手上的活，匆匆跟着社工们吃

了一口饭，又继续开始了忙碌……

夜幕降临，精疲力尽的记者看到徐瑶又

在安排明天的计划。有风雨中的抗台，有寒

冬腊月的防冻，有烈日炎炎下的整治，有起早

贪黑的加班加点。受过领导的表扬，听过群

众的呼声，看过人家的白眼，有过居民的误

解。但徐瑶说，更多的是在处理各种事务后

的充实，特别是当帮助居民后，他们的笑脸是

最大的安慰和快乐。

记者 王玉 实习生 惠平平/文

社工，
基层冷暖晴雨表
体验岗位：社工
体验时间：2011年11月4日
体验地点：合肥市琥珀街道

体验岗位：建设农民工
体验时间：2011年11月5日
体验地点：合肥某高架桥工
地施工现场

记者手记：黄士汉参与建设了4

座高架桥、2条路，还有3座楼。

他有两个心愿，一个是自己的孩

子有机会能到城里生活，另一个

就是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走一

走，看一看曾经自己参与过的桥

和路。黄士汉还告诉记者，以前

他吃饭时总是担心身上的泥碰到

别人。公交车就算有位子也不敢

轻易坐，怕因为自己是农民工被

人嫌弃。不过现在好了，“很多人

都喊我们是农民工兄弟了。”

去去过工地才知道如何尊重农民工过工地才知道如何尊重农民工

体验岗位：特教老师
（教授孤独症孩子）
体验时间：2011年11月3日
体验地点：省残疾人康复中
心孤独症孩子课堂

记者手记：体验活动虽然结束了，

但是还任重道远，如何让孤独症

孩子也能融入社会，拥有未来成

为我们必须思考并努力解决的问

题。作为一名记者，我从2006年

起便开始关注孤独症儿童这一特

殊群体，感受着这群特殊孩子的

孤独，更是感慨着家长们的伤感

与无助，并连续五年在我们的《市

场星报》上刊登了专题报道，也引

起了省残联等部门的关注，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作为一

名记者我深感欣慰。我一定会继

续关注孤独症孩子这一特殊群

体，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报社

的平台为这群孩子们带去更多的

声音和希望。

记者手记：实话说，在这次的体验之前，记

者还不知道社工究竟是什么概念。 社工

整日与琐事相伴，时刻与基层接触，许多

看似简单的事儿，解决起来难度并不小，

帮着居委会把一些繁琐的事情分担出来，

虽然这些事儿很平凡很普通，甚至都不值

得一提，有时还受到误解和歧视，但做好

了，就能切实为居民提供很多方便，带来

更多的温暖和关爱。其实，徐瑶的一言一

行，代表了省城合肥正在逐渐成长的社工

队伍，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

自己的职业理想，让他们即使面对很多困

难，依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

··体验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