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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一楼是活动大厅、二楼是食

堂、三楼是宿舍、四楼是教室，学

校监控全覆盖，家长们可以随时

监控学生的动态。”李艳艳介绍

到，孩子们都是全托在中心的，大

家负责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和日常

学习，现在学校里有 60 多名学

生，除了十几个是脑瘫、唐氏综合

症和肢体残疾的孩子外，剩下的

40 多个都是自闭症孩子，最小的

8 岁，最大的 35 岁。“60 多名学生

中，唐山的有 20 多个，最远还有

云南的。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提供

一个终身栖身之地。”

刘小宋称，康复中心不比其

他机构，自闭症儿童的管理是相

当复杂的，基本上老师和学生比

例是 1:2，“很难让一个老师去照

顾三个孩子，24 小时全身心投

入，精力上很难达到。”刘小宋

说，四楼的教室一共有五间，每

间十几个孩子，见到有人进来，

都会甜甜地说一声“阿姨好”，听

到孩子们能主动叫人，老师们都

十分高兴。“这就是学习成果，孩

子们对社会有反应，如果学习能

力好，有可能达到可以生活自理

的状态，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了。”

“每个自闭症孩子都有自己

独特的天赋，有的画画好、有的唱

歌好，但独特的地方也不尽然是

好的，有的爱听玻璃碎掉的声音、

有的爱撕衣服，甚至有的发起脾

气来爱自残、爱打人，所以管理难

度很大。”刘小宋称，现在康复中

心有 22 名老师。“老师们也都是

有爱心的人，不然也坚持不下

来。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是我们

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别让这些特殊孩子冬天挨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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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自闭症孩子的妈妈，李董红比其他母亲背

负了更多的东西。为了让儿子能够有更适合的生活学习

环境，她先后带着儿子到各地特殊教育机构学习。深知

自闭症儿童的现状，她和其他人，开办了公益特教学校，

让更多自闭症孩子能够得到关爱和适合自己的训练。但

这条公益之路走来，谈何容易，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她

和伙伴们咬牙坚持，尽可能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学习生

活环境，心里告诉自己“再苦、再累、再难，也要坚持”。最

近，气温骤降，李董红和伙伴们又发了愁，千辛万苦找到

的教室没有暖气，孩子们这一冬要受罪了，为此她们整宿

睡不着觉，不知如何才能渡过这一难关。

和之前一样，如今康复中心面临最大问题就

是资金问题，“每个月每个老师工资是2000多元，

一年场地租金是20万，还有60多个学生的吃住，

这些开销不是小数目。孩子们根据情况不同每个

人每月生活费在500元到2000元不等，但根本无

法维持康复中心的正常运营。”李董红称，自闭症

儿童有80%是单亲家庭，家里的经济条件都不太

好，“有的换季不给寄衣服，都是我们给买。同样

是自闭症儿童家庭，我们都特别理解家长们，所以

遇到条件不好的，我们都会帮扶。”

前两天，唐山的气温骤降，李董红三人准备找

大楼管理员商量开中央空调的事，可没想到一问

出了事，“我们选一个租金、地方、环境都合适的本

来就不容易，当时场地虽然没有暖气，但好在中央

空调可以冬暖夏凉，但没想到空调涉及好几家企

业，而且开一冬就要六七万元，费用太高，我们实

在承担不起了。”

为了能让孩子们温暖过冬，三个人愁得整宿

睡不着觉，“以前为了孩子们，我们张嘴借钱、要

物都干了，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无奈之下，李

董红在朋友圈里发出了求助消息，因为投入太

多，条件有限，没有能力解决学校需要的五台大

三匹空调，精疲力尽，只能招募好心人或者爱心

单位给予帮助，解决一下冬天的取暖问题。“已经

有朋友不理解我了，感觉我总是缺东西、要东西，

其实他们不知道，想给孩子们撑起一块天地有多

难。但只要是能让孩子们穿暖吃饱，这脸我们可

以不要。”

其实，除了需要空调外，学校还需要棉被、棉

褥和棉衣过冬，“我们有被褥，但还不够。有些孩

子也缺少棉衣，真不愿意看到孩子们受冻。”除了

过冬问题外，学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饭，刘小宋

说，康复中心接收的为8岁以上的孩子，大部分都

是青春期年龄的孩子，正是能吃的时候，一周能吃

下四袋米、四袋面。“有时候开车经过菜地，我都想

能不能去采点菜，朋友都说我魔怔了。”一旁的李

艳艳说，看到附近菜农收完菜，她们会和菜农商量

再去地里“拣点漏”。

现在，李董红和刘小宋还经营着服装生意，为

的就是能够给学校多一点补助。“心里盼着衣服能

多卖点，好让孩子们条件更好一些。”李董红称，大

龄自闭症儿童在缺少训练的情况下病情会加重，她

不希望看到孩子们最终都只能待在家里。“看着这

些可爱又可怜的孩子取暖遇到大问题，真是睡不着

觉，希望好心人能够帮助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宽敞的活动室、明亮的教室、干净的食

堂，还有一群孩子们可爱的笑脸，看着这些，

李董红、刘小宋、李艳艳心里五味杂陈，“孩

子们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可办起这

康复中心真难啊。”李董红发自内心地说。

2017年6月，这三位妈妈在丰南一处偏僻村

庄建立了唐山市丰南区珍爱孤独症儿童康

复中心，其中李董红和刘小宋的孩子都患有

自闭症，对于自闭症孩子，她们深有感触，也

深知这所康复中心对于孩子们的重要性。

李董红称，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自闭症，

认为他们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其实除

了他们不开口说话，不与人交流外，还有生

活不能自理、易怒、暴力、刻板行为等特点。

前一秒可能还在笑，后一秒就会发脾气、打

人，随时爆发、很难控制。”李董红说，通过康

复可以让孩子们渐渐认识社会，但到了15

周岁后，很难再有机构接收这些孩子，这也

是她想要建立康复中心的原因之一。

李董红称，如果让孩子回到家里无所事

事，任由其发展下去，那么很快在特教机构

进行康复训练那几年的成果就白费了，没有

干预训练，孩子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拿我

的孩子来说，要是让他躺在床上不去理他，

他可以躺到死。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但我是

一名母亲，不能看着自己的孩子这样生活。

我们都想给这些孩子一个温暖的家，所以不

管遇到任何困难都会坚持。”

早在 2013 年，李董红和另外

一位自闭症儿童家长创办了一

所帮助星星的孩子的公益特教

学校，“我们希望给那些家境困

难或者无法在特教机构学习的

大龄自闭症孩子以希望。”2005

年李董红的儿子被诊断为自闭

症，这让她许久没有回过神来，

自此之后就是漫漫的康复之路，

“自闭症家长的心态几乎都是一

样，从一开始不相信四处求医，

到后来慢慢接受进行康复，这个

过程中很多家长都会绝望或者

放弃。”

在创办康复中心的过程中，

李董红把所有的精力都给了学

校，但仍杯水车薪。“一边卖服

装，一边经营学校，经济压力和

精神压力特别大。康复中心最

多的时候也只有十几个孩子，根

本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我和伙

伴想尽办法挣的钱都不够经营，

最终只能关停，可心里从未放弃

过重新建立康复中心的想法。”

李董红称，停办的这两年多时间

里，她把儿子送到了北京一所康

复学校，在这个平台的支持下，

如今这所康复中心又开办了起

来。

“前期投入了 40 多万元，艳

艳出了 20 万，我和小宋出了 20

万。”李董红称，学校得有个“好

形象”，家长们才放心把孩子交

给她们照顾，“以前的学校师资

不 够 ，送 过 来 的 孩 子 也 特 别

少。”为此，三人跑了半年的时

间才找到了适合办学的地址。

“ 地 段 不 用 太 好 ，这 里 贵 在 清

净、干净。”这所 2000 平方米的

教 学 楼 成 了 三 个 人 的 希 望 之

地，“想把这里打造成自闭症儿

童永远的家。”

想给星星的孩子
一个温暖的家

寻找半年终于找到了“落脚地”

孩子们的笑脸是我们坚持的动力

需要五台大三匹空调
帮孩子们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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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需要空调和过冬的棉被棉衣，康复中心的创办者期盼好心人帮帮他们

教室没有暖气教室没有暖气，，创办者担心孩子们冬天受罪创办者担心孩子们冬天受罪

现在有60多名学生在这里学习

三位创办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