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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蹲点影像

4 2023年 9月 9日 星期六

加油！每一个用力生活的人

【蹲点手记】

让不普通变得普通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影报道

心智障碍人群，是残疾人群体中

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那些肢

体残疾的人群，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权

利去争取，可以为自己发声。但对大

多数心智障碍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

很难。

“至少我们在坚守一些东西，事

情总要有人去做的。”

“每次看到他们天真的笑容，我

对自己说，这个事情我应该做下去。”

“不能工作，就争取能生活自

理，起码让他们能有个健康的身

体吧。”

一周的拍摄，我看见了残疾人

托养机构工作人员这样的坚持，并

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们用自己的青春

诠释他们的选择。当然，他们的努

力也让更多人看见了希望，很多学

员在他们的帮助下，病情得到控制，

在提升生活技能的同时，有的甚至已

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一份收入。

虽然他们不能很好地去表达，

但我在镜头前看见了他们对于生活

的态度——用力地去运动，哪怕是

锻炼身体，也要把每一个动作做好；

用力地去生活，哪怕是一件衣服，也

要认真地叠好；用力地去工作，哪怕

几百件快递，也要将它们有条不紊

地摆放整齐。

他们珍惜眼下的生活，虽然有的

还在依靠习惯

和本能，但真

的很努力，很

用力。

长城脚下的文长城脚下的文保员夫妻保员夫妻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影报道

“如果孩子能走在前面，我觉得对他来说是

一种幸福。”9月 2日，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鼓

馨阳光家园残疾人托养机构，王玲玲抬头望着屋

顶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作为唐氏综合征孩子的母亲，王玲玲放弃了

自己的生活，全身心照顾、陪伴儿子。一晃 25年

过去了，王玲玲也从该机构的一名托养家属，变

成了一名工作人员。

像王玲玲这种情况的家庭在这个群体里

并不少见。“孩子已经二三十岁，要面对现实

了，希望他能力强一点。”让王玲玲欣慰的是，

孩子现在已经开始尝试从事手工香皂制作的

工作。

为了让这些孩子能更多地融入社会，南京

市残联从托养、就业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出台

了一系列措施。

据了解，这个中心目前共有 32位心智障碍

人士，他们在 6 位职业指导师的帮助下制作手

工皂。

“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份劳动价

值，就是家长最大的期望。”南京市建邺区益智

多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老师褚强介绍说。

在南京还有很多家类似的帮助心智障碍人

群的机构。

南京市雨花台区的睿泽障碍人士服务中心

打造的快递站点，他们以障碍人士能够一起融

入社区居民生活，服务社区居民为理念，走出了

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的站点也从最初的

一天只有 10多个包裹的派送量，发展到现在的

1000 多个，从最初社区邻居的质疑，到今天得

到认可。

近年来，促进心智障碍人群就业，让他们

更好地融入社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据了

解，南京地区的心智障碍人士已超过 2 万人。

但是一个又一个的社会团体并没有放弃，他们

在努力给这些不普通的孩子们打开一扇门，让

他们更好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9月2日，南京市建邺区，益智多残疾人服务中心。工作间隙，钢琴老师带着心智障碍的
学员一起唱歌。

9月6日，南京市雨花台区，日常生活
训练课上，阿福在积极举手回应老师。

9月4日，南京市建邺区，益智多残疾人服务中心，精油手工皂工作间，蒋肖（图右）
在进行精油皂浇模的工序。

左图：9 月 6
日，南京市雨花台
区，阿福和他的小
伙伴们锻炼身体。

右图：9 月 6
日，南京市雨花台
区，日常生活训练
课上，老师在协助
学员叠衣服。

9月6日，南京市雨花台区，睿泽障碍人士服务中心，阿福在搬运分拣好的快递。

9月6日，阿福给小朋友们颁发证书。

初秋，山西朔州境内的广武明长城，山野间

依然郁郁葱葱。远眺，长城像一条矫健的巨龙，蜿

蜒曲折，盘卧在峻岭之巅；近观，用夯土高筑起的

城墙，经历百年风雨洗礼，沧桑却依然气势恢宏。

广武明长城为明朝洪武七年（公元 1374年）

开始修筑，全长 20公里。其中，位于山西省朔州

市山阴县广武镇新广武村的 5公里，是山西境内

保存相对完好、规模宏伟、景观效果最好的一段长

城。大量游客慕名而来，给附近村民带来商机的

同时，也为长城保护工作带来难题，而郝中华、霍

春玲夫妻已经在长城脚下守护了 10年。

在景区空旷的停车场旁，突兀地挺立着一间

彩钢房，门口挂着“山阴广武长城司法保护工作

站”的门牌。这间彩钢房不是办公室，而是郝中华

和妻子霍春玲还有两个儿子的家。房子的右半边

是炕，左半边是小卖部和厨房。小卖部货架最显

眼的位置贴着“请勿拿砖 爱护文物”的标语。

“我以前在这儿摆摊，游客多的时候每天得

丢 200多块砖。”2012年，当地政府大力投入建设

广武风景名胜区，家住长城脚下新广武村的郝中

华靠着开小面包车上山卖水维持生计。而长城

方砖却成了游客眼中的“旅游纪念品”。郝中华

对此很是无奈：“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都

往家里拿，文物不就毁了吗？”

为了更好地守护长城，郝中华 2014年报名成

为山西省长城保护志愿者，2015年正式成为山阴

县文物保护员。在丈夫的影响下，妻子霍春玲也

加入了长城文保员的队伍。一年四季，天天巡

察，风雨无阻。每天要从山下运两桶生活用水上

来，冬天就靠五六十元钱买的“小太阳”取暖……

这样的生活，他们坚持了 10年。

一块砖、百年历史、万里长城……10 年来，

夫妻俩用行动守护着自己的家乡，也守护着中华

文明的瑰宝。

9月1日，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境内广武长城脚下，郝中华和妻子霍春玲讲述他们保护长城的故事。

9月 1日，郝中华（右一）带着儿子巡视途中给
游客们讲解广武明长城的历史。

山西省朔州市境内的广武明长城。

9月1日，游客在广武长城的石碑前拍照留念。 9月2日，郝中华夫妇在广武明长城巡视、捡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