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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苏本善

“9月1号，咱们东平湖刚解封，可以打鱼
了。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公公刚从湖里捕上来
的大鱼。这条东平湖野生大鲤鱼足足有7斤重，
味道鲜美。今天发货，明天就到您的餐桌！”9月
11日，一部手机，一条渔船，一张渔网，一家四
口，“东平湖直播一姐”解庆丽的直播又开始
了。

解庆丽火了。在她的镜头中，有东平湖众
山环绕、一湖碧水的美景，有渔民诗情画意
的生活。原汁原味的渔民生活，勾起人们心
中的田园向往。从一名外出打工者到返乡创
业者，解庆丽不仅借助直播“东风”致了富，
还带动周围群众赚了钱，“东平湖直播一姐”的
名头越来越响。

回家

解庆丽的家乡在泰安市东平县老湖镇。提
起东平县，人们自然会想到东平湖。

东平湖是《水浒传》中八百里水泊唯一遗
存水域，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黄河下
游最大的蓄滞洪区。湖水纯净清澈，水质肥沃。
当地鲤鱼、大青虾等都是响当当的特产。

当地村民“靠水吃水”，世世代代以打鱼为
生。解庆丽的公公从十几岁就下水捕鱼，已经
在水上漂了40多年。“祖祖辈辈打鱼为生，平时
在湖里挣点零花钱，禁渔期就和村里人一起去
内蒙古海拉尔给别人捕鱼。”

下水捕鱼，辛苦还不挣钱。一家人年收入
在3万—5万元，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没有什么
积蓄。因此，村里的年轻人初、高中毕业后的出
路就是外出打工，一年接着一年，一批批年轻
人从乡村来到城市，村子里留下的，多是老人
和小孩。

初中毕业后，解庆丽和村里大多数女孩子
一样到青岛的服装厂打工。工厂是做运动服出
口的，她在流水生产线上负责钉扣子。在服装
厂工作赶上外贸出货，通宵加班是常事，“早上
7点开始上班，有时加班到晚上10点，有时甚至
连着好几个通宵，第二天还要接着上。”最累的
时候，解庆丽只能跑到厕所，假装上厕所，在里
面蹲着睡觉。

丈夫陈吉亮也是初中毕业外出打工，在青
岛一家大理石厂，离解庆丽工作的服装厂很
近。一次相亲中，两人相识成亲。婚后不久，解
庆丽怀孕，因羊水太多，每次吃完饭，喘不过气
儿，只能在床上躺着。一次和妈妈去集市上买
东西，突然两眼发黑倒在了地上。离预产期越
来越近，解庆丽索性辞职，回了老家。

孩子出生后，解庆丽的心中有了一个朴素
的愿望：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不再四处打工，分
散各地。

创业

作为较早接触网络购物的年轻人，解庆丽
对网上购物情有独钟。

“那时候除了邮政，没有一家公司能送货
到乡镇。取一个快递，我常常要跑到县城。但是
那种在网上消费的新鲜感、神秘感深深吸引着
我。”回忆自己刚刚“触网”的感受，解庆丽不禁
笑起来。

解庆丽看着网上一个个漂亮的店铺，内心
也萌生了开网店的念头。她觉得网上购物是一
个大趋势，别人可以开网店赚钱，她也能行。

想法有了，但卖什么商品却困扰着解庆
丽。“当时服饰鞋品是淘宝网上的一大类目，卖
的人多，买的人也多，这正好也是我熟悉的行
业。本来想从这个类目做起，但由于生活在农
村，货源优势不给力，距离进货地太远，而且交
通不发达，很难与江浙沪的店铺抗衡。”解庆丽

说。
困惑了一段时间后，解庆丽突然意识到，

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上有着丰富的东平湖特
产，比如农家食品、五谷杂粮。这些都是天然的
绿色食品，放到网上卖肯定有销路！

2013年，解庆丽开了网店。但是因为没有专
业的摄影师，上传到网店的产品照片不美观，
无法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而且因为刚开张，
网店既没有信誉度，也没有关注度，所以很少
有人光顾。就在这时，东平县组织电商创业者
进行系统培训，主动联系解庆丽参加。经过几
天的学习，解庆丽对电商销售有了深刻的了
解，她的网店生意随后也逐渐好了起来。

2016年9月，解庆丽尝试开通了淘宝直播。
直播间记录着公公婆婆出船后的一举一动。公
公在船头撒网收网，婆婆在船中把网内的小鱼
装入盆中，两人都自顾自地忙着手头的工作，
不看镜头也没有互动。

在这个“主播不说话”的直播间里，最开始

进来的粉丝都默默地看着，偶尔才发几条消
息。由于解庆丽的坚持不懈，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直播间里刷了屏。

一天，一位粉丝从她的网上视频中看到了
湖里打上来的鱼，问鱼卖不卖。简单的一句话，
给了解庆丽很大的启发。她试着把自家的鱼放
到淘宝店铺上卖，发出了第一笔刀鱼订单。粉
丝反馈：鱼很新鲜。之后，糟鱼、刀鱼、大鲤鱼、
毛刀凤尾鱼、螺蛳、鲫鱼，每天都会给捕捞的产
品拍图录视频，上架到她的店铺。“现在店铺有
56个品种，能够满足客户的选购需求。而且，我
们会根据时节的不同，主推不同的产品。”解庆
丽说。

除禁渔期外，店铺主营生鲜鱼类，都是从
湖里打捞上来处理后直接发货。店铺的鱼产品
回购率越来越高，好评越来越多，销量也涨得
很快。解庆丽告诉记者，“9月1号东平湖解封，
我们和淘宝联合在直播间作活动，一天13万人
次观看我们直播。销量爆了表，现在还在发

货。”
公公有得忙了，在禁渔期也不再出远门打

工了。丈夫过年回家，正赶上店铺最忙的时候，
产品处理、打包发货都交到了他身上。解庆丽
算了一笔账，从前他们起早贪黑打工一整年到
手只能拿到2万元左右。而处于起步阶段的淘
宝店，一年就净赚了五六万元。过完年，两人决
定把所有精力都投到运营这家淘宝店铺上去。
一家人，在老家留了下来。

共富

如今，解庆丽的网店每天出单200多箱东
平湖野生鱼和其他特产，每月营业额达到10万
元以上。

自家的鱼卖完了，解庆丽还帮村里的渔民
们扩大销量。每次，她会提前给渔民们说好，今
天打的鱼不用卖了，她会来收。打鱼结束后，她
公公开着三轮车到各家各户去收鱼，回来分
拣，现场称重，所有的过程都是在直播间里可
以看到，粉丝们直接下单。

“我们收来的鱼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确
保粉丝们吃到正宗的东平湖野生鱼。同时，渔
民把鱼卖给我们比卖给鱼贩子的价格要高，让
渔民也挣了钱。”解庆丽说。以前，渔民打的鱼
在本地集市里卖不完的，会被外地的收购商成
批收走。如今，附近十几家渔户都会把鱼直接
放到解庆丽的店铺上卖。她给出的收购价会比
收购商的价格平均每公斤高出3元—5元。

每年的4月1日至8月31日为东平湖禁渔期。
禁渔期内全湖封闭，禁止一切捕捞船只、渔具
下湖(河)捕捞作业。这期间，解庆丽不能直播捕
鱼了，直播间变得有些“寡淡”。5月，趁着快到
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解庆丽去湖边
采芦苇叶子，把芦苇叶子放进了淘宝直播间
卖。7月，东平湖上的荷花开了。解庆丽就摇着
船去摘莲蓬、采菱角、拍荷花……

北方的冬天，大多数家庭妇女都闲了下
来。解庆丽带着村里的妇女做手工棉衣服。“小
时候穿的小棉袄，碎花布面料，那种温暖到现
在也忘不掉，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花样繁多的
成品衣越来越方便购买，这种纯棉的手工衣裤
在当前已经很少见到，成为不少人的童年回
忆。”解庆丽说。

每天二三十人在解庆丽的100多平方米的
房子里，暖气片烘得暖暖的。“我做的这些都是
纯手工缝制，纯棉布的里儿和面儿，里面絮的
也是棉花，穿起来要比买的成衣舒服暖和多
了。”老太太曲可英说做一件衣服可以收入15
元，每天可以做三四件，还不耽误接送孩子上
学。“去年冬天，我收入2000多块钱呢，家里日常
开销就够了。”

如今，解庆丽一家团聚、不用出去打工的
心愿早已实现。“东平湖直播一姐”也用自己的
店铺和直播间，让更多的村里人富了起来。

“东平湖直播一姐”解庆丽

□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董高峰

乘公交、逛超市、进银行，孩子们手牵
手地感受这些对常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生活
点滴；草坪上、广场上，孩子们捡拾果皮纸
屑，清扫垃圾；蔬菜大棚内，孩子们浇水施
肥，体验劳动带来的快乐；秦皇河公园、十
里荷塘，孩子们尽情奔跑，大声呼喊，感受
大自然的心旷神怡……

7月20日，特奥日，星空家园的20个孩子
参加《携手一起长大》融合运动会，孩子们在运
动会上与外校小朋友一起跳皮筋、踩火风轮、
钓鱼、运西瓜……9月5日，腾讯99公益日，在媒
体的帮助下，孩子们去济南野生动物园一日
游，近距离地观察、了解各种动物。

这一组组镜头，记载着“星空家园”孩子们的
生活轨迹，很难想象这是一群有着自闭症的孩
子。

他们不能像常人一样表达情感，却渴望
与人交流，说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常人
眼中的“特别”孩子，在滨州市滨城区市西
街道“星空家园”的孙秀兰看来，却是“折
翼天使”，更需要耐心守护。

起航“星空”

9月9日，记者再次来到星空家园。孙秀
兰正教孩子们画画。看着她一个个不厌其烦
地手把手教学，一份敬意油然而生。

“是一个叫瑞瑞的男孩领我进入特殊教
育这个领域的”，有着30多年幼教经验的孙
秀兰说。1994年，瑞瑞被父母送到当时孙秀兰
工作的二棉幼儿园。刚来的时候，瑞瑞生活
不能自理，喜欢蜷缩在角落里，也不去与老
师和小朋友交流。“那时候也不知道瑞瑞患
的是自闭症，就感觉瑞瑞很孤僻，刻意躲着
老师和小朋友。”孙秀兰就单独领着瑞瑞，
教给瑞瑞穿衣、穿鞋等一些简单的生活能
力。她上课主动提问瑞瑞，下课引导他与其
他小朋友一起游戏，以此来打开瑞瑞的心
结。在孙秀兰的帮助下，瑞瑞也渐渐地爱说
话了，也愿意和小朋友一起玩了，后来瑞瑞
正常上了小学。从那时起，孙秀兰就开始留
意幼儿园那些性格内向、孤僻的孩子，逐渐

萌生了办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想法。
2009年，45岁的孙秀兰病退。病好后，在

家人的支持下，孙秀兰北上石家庄，南下深
圳等大城市，先后到多家国内知名培训机构
学习，并考取了感觉统合训练高级证书和感
觉统合训练评估师。孙秀兰边学边实践，在
自己家里无偿为附近的5名儿童进行感知觉动
作能力干预训练。

2017年3月份，市西街道彩虹湖社区综合
党委书记于艳在入户走访时，被孙秀兰的爱
心所感动。“来我们社区吧，我们给你提供
训练场地”。就这样，社区两间最大的活动
室成了孙秀兰的教室和工作室，于艳还特意
为工作室起名“星空家园”，寓意让星空家
园成为这些生病的孩子快乐成长的家园。

找寻被“锁”的孩子

不少家庭都对家有“特殊”孩子这件事
讳莫如深，有的甚至将孩子在家一“锁”了
之……

“孙老师，‘星空家园’是我们最后的
希望，丁丁如果再治不好，只能听天由命
了！”2017年5月份，丁丁的父母亲找到孙秀
兰，满脸愁容。丁丁患有孤独症十几年，父
母带着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求医问药，都无
功而返。望着丁丁父母期盼的泪光，看着丁
丁紧张躲闪的表情，孙秀兰暗下决心，“我
一定要帮助这个孩子！”

“教这些‘特殊’孩子就是尊重他们生
活和学习的权利！”孙秀兰说。一个偶然的
机会，孙老师得知北镇街道一户居民的女儿
琪琪患有自闭症，一年级没上完就辍学在
家，如今20岁的琪琪吃喝拉撒无法自理，常
常被父母锁在家里。得知情况，孙秀兰主动
登门拜访，表示愿意免费帮助琪琪。“孙老
师，算了吧，琪琪病了这么多年，俺家早就
不指望了！”孙秀兰没有气馁，苦口婆心地
做琪琪父母的工作，最终，琪琪成了星空家
园“星空班”的学生，接受感觉统合训练和
扶持就业的教育。

“星空家园”的孩子们大多属于中重度
智障，他们平均年龄12岁左右，智力只相当
于三四岁的孩子。

“年龄大点的孩子，我们不但要进行感

统训练，更要让他有一技之长”，孙秀兰
说。赫赫的情绪极其不稳，一天不停地嗷嗷
叫，听不进任何话。经过观察，孙秀兰从赫
赫感兴趣的画画入手，手把手地教，画笔经
常让赫赫扔得满地都是，孙秀兰耐心地捡回
来，等赫赫情绪平静再教。就这样经过一年
的坚持，赫赫能做简单的笔画、刮画、沙纸
画。现在赫赫能粘贴完整的水晶画，并能在
书包上拓印，做简单的甜品。

思思是个比较文静的女孩，情绪不大，
语言不清，表达能力弱，想要或者不需要、
不去或者想去都用哭来表示，没有过激行
为。孙秀兰制订了干预学习计划，随时随地
给思思上课，带思思去人多的地方游玩，创
造各种机会让思思与同龄孩子交往，带她到
大自然奔跑、大声喊叫增加肺活量，加强口
肌训练，并协助思思饲养小动物，经过不懈
的努力，思思最后可以正常进入小学学习。

类似这样的故事，用孙秀兰的话说“比
比皆是”，“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们，
我们就能够走进他们的心里，倾听他们的心
声，帮助他们走出寂寞”，孙秀兰说。

春天辛勤耕耘，秋天才收获

“孩子们，这里是加油站，我们饿了要
吃饭，汽车饿了就要到这里来加油，这样才
会跑得快！”

“看见垃圾袋、废纸，我们要拾起来放
进垃圾桶，这样我们的生活环境才会越来越
好！”……

……
这些是孙秀兰带着孩子们去户外做认知

训练的场景。
“不能把孩子们圈在教室里，要让他们

多亲近自然，多接触社会，才有可能让孩子
们敞开心扉”，孙秀兰说。为了让孩子们与
外界多接触，孙秀兰时常带着他们去坐公交
车、逛超市；捡拾路边的垃圾放进垃圾桶
里；到蔬菜大棚给蔬菜浇水施肥，用实践方
法加深孩子们对社会的认知理解与动手操作
的体验。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孙秀兰抓
住一切机会和孩子们交流，锻炼他们的语言
表达能力。为了教会孩子数数，她手把手、
一对一地教。看到孩子们拨弄着手指，数着
一、二、三、四；看着教室里孩子亲手制作
的一幅幅绘画作品、一个个小手工艺品……
孙秀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因为有了春天的辛勤耕耘，所以才有了
秋天的收获。现在的“星空家园”，已经按
年龄段分为星星班、彩虹班、云朵班、星空
班，从幼儿班到成人班都能兼顾。特别是针
对年龄较大的星空班孩子，为帮助他们就
业，2019年底，孙秀兰注册成立了“德暖甜
品手工工作室”，主要是制作各类甜品、植
物手工扎染。“让孩子们掌握一门生活技
能，等将来他们的父母老了，希望他们能基
本养活自己。”孙秀兰期望。

最让孙老师感到幸福的是，长期的坚
守，她培养的学生有5人步入校园。21岁的小
雪患自闭症，不敢一个人出门，经过孙秀兰
一年多的感统干预与训练，小雪不但敢自己
出去遛弯，还学会了打字。“现在小雪都会
用微信了，不会的就用视频问我，把她的喜
欢和不喜欢与我分享。有什么事情都会找我
倾诉”，孙秀兰很欣慰。

孙秀兰教学法引起各地“特殊”儿童家
庭的关注。不少外地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
现在星空家园就有一位孩子来自吉林，一位
来自陕西。

“星空家园”在滨州市西街道和彩虹湖
社区的帮助下，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条件不断
得到改善。最近，市西街道又投资2万余元，
为星空家园购置了多媒体触摸屏一体机、感
统训练大滑板、甜品烤箱等辅助教学设备。
采访临近结束，孙秀兰感慨地说：“有政府
和社会的支持，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会继续
坚持下去！”

（因涉及个人隐私，文中孩子的名字均
为化名）

“折翼天使”守护者孙秀兰

□记者 李剑桥 报道
孙秀兰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报道
解庆丽正在渔船上录制视频，展示当地特产。

2020年9月2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霍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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