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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孟一 通讯员 路笃书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充分发挥慈善救助在

社会救助体系中的重要补充作用，做好全市
城乡困难群众今冬明春慈善救助工作，日
前，济宁市、县慈善总会联合开展2 0 1 4年全
市“情暖万家”慈善救助活动，计划投入善款
938 . 24万元，救助困难群众3 . 06万户。

据了解，全市范围内因大病、重残、突发
性天灾人祸等原因造成困难、尚未纳入低保
范围的城乡困难家庭，困难独居老人、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等均可申请救助。救助分生活
救助和医疗救助两个层面实施，所有救助款
物将于2014年春节前全部发放到户。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称，一次性救助城
乡困难家庭22640户，每户发放价值200至300
元的粮油和棉被等节日生活物资；为全市
3997名城乡贫困分散供养五保对象等老人每
人发放200至300元节日慰问金；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救助，为2679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
人发放300元压岁钱；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市、县列支善款209 . 75万元，救助城乡病残
困难家庭1320人(户)，其中市慈善总会救助
因大病、突发性灾害、重残等致贫的100户
市直特困职工家庭，每户发放一次性慈善
救助金2000至3000元。

“情暖万家”慈善

救助活动启动

42 时政

导读

高压反腐 限时办结

在济宁市，无论是涉及政风行风的小
案还是关乎腐败的大案，均可通过12388投
诉举报热线平台投诉举报。

□ 本 报 记 者 张誉耀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盛 璐 张冠群

捡垃圾吃的“孩子”有了新家

林辉(化名)这位喊“起立”的班长，1994年
出生，智力测试为4级，在学生中间算是比较高
的，经过在这里学习、进步较快，担任“小干
部”，能主动帮助老师整理内务，管理秩序。

“俺们家里条件不行，大人忙着营生，没
精力、也没时间照顾，不知道为啥他总往街上
跑，不论冷热，有时想把他关在家里，没注意
又跑了……”林辉的奶奶已经80岁了，岁月的
沧桑写在满是皱纹的脸上。她一把手抹着眼
泪，说出了大多数智力残疾人家长的困惑、苦
恼和心疼，“在家里没人管得了，在外面渴
了、饿了没人问，捡垃圾吃、喝脏水都是常事

儿，而且在外面被别人当成‘疯子’，还会被
打骂，磕着碰着都是见怪不怪的事。”

但自从来到中心，这些“孩子”就有了温
暖的新家，过上了规律的新生活。早晨6点半，
老师喊他们起床，手把手地教他们穿衣服、穿
鞋子、叠被子，然后拿着盆、毛巾和牙缸、牙
刷、牙膏，排着队去洗刷，上厕所也有老师陪
着，一举一动，都有老师做示范；8点吃早饭，
9点—12点上课，然后是午休，下午2点半—5点
上课，晚饭后有老师带着散步、做游戏，或者
看电视，晚上9点准时熄灯休息。

“宿舍的床品和橱柜都是统一配备的，衣
服鞋子和生活用品按时发放。”丁萌带记者参
观宿舍，记者看到原木色的家具干净漂亮，床
铺上的被褥叠得整齐，洗漱工具整齐地摆在架
子上，牙缸把手、牙刷头朝向都是统一的，俨
然“军事化”管理。记者还看到，所有的窗户
都安装了栅栏。“这是为了安全起见。”丁萌
解释说，“他们跟小孩子一样，可能会毫无意
识地趴在窗边看，有可能掉下去。”

一首诗要教一个月

“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基本上都穿着特
别脏的破烂衣服，脸上脖子上都是灰，有的学生
一年才洗一次洗澡，不会与人沟通、也不愿意说
话，眼睛里有种害怕的防备。”今年才24岁的丁萌
告诉记者，其实去年12月中旬，也是她刚参加工
作，看到这种情景，她既心疼又害怕，“当时也觉
得不适应，有抵触情绪，怕他们攻击我。”

后来丁萌发现，智力残疾并不能跟精神病画
等号。“他们心思很简单、很纯净，就像小孩子一
样的，没那么多烦恼。”比如吃饭时，学生们乖一
点的自己吃，不听话的坚持让老师喂，还有哭闹
着不肯吃饭的，这时就要老师抱着哄。

“和他们在一起十分需要有爱心和耐心。”丁
萌说，刚开始教他们背诵《鹅》，就简单的四句话，
朗朗上口，普通的孩子说几遍就会了，而丁萌边
做动作边朗诵地教，学生们也很认真地学，可第
二天又忘了。“没办法，只能再教，就这么一遍一

遍反反复复，重复再重复，教了一个月。”丁萌好
脾气地笑着说，“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有天赋，
像唱歌、打球，就学得挺快。”

“虽然很累很辛苦，但看着他们慢慢地学会
不少东西，还是特别欣慰。”丁萌告诉记者，现在
她和学生们感情越来越好，越来越爱和他们在一
起，而且学生们也越来越懂事。“看到水杯空了会
主动添水，还会说‘老师你累不累？我给你捶捶背
吧！’虽然只是说说，可我心里也暖暖的。”讲到
这，丁萌眼里闪着泪光。

期待更多的人献出关爱

“兴建‘阳光家园’，托养残疾人不是‘养’着，
而是通过劳动等一系列的职业康复训练，增强个
人生存能力，帮助他们自立，帮助他们逐步回归
家庭，回归社会。”微山县残联理事长秦臻告诉记
者，“我们希望通过托养来提升16—40周岁的智
力残疾人、稳定期的精神残疾人和重度肢体残疾
人的‘生活自理、社会适应、生产劳动’三大能力，
以后这儿也会建立庇护性工厂，恢复好的可以去
上班。”

记者看到，墙上贴着的课程表上，有语文、数
学、体育课，还有认知、手工、生活技能。“认知课
主要是教他们认识周围人和事物，手工课主要是
在工疗室，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比如我们给霓虹
灯公司做简单的串灯泡。”秦臻边带记者参观教
室、工疗室、康复功能训练室等功能区边介绍。

“通过学习，每个学生在接人待物上有了明
显进步。”丁萌高兴地说。

“我们家媛媛原来不怎么说话，每天只是坐
着，有人来到家里，她也从不关注。”学生媛媛的
妈妈激动地告诉记者，在阳光家园学习了一段时
间后，变得开朗许多，会说‘你好、谢谢、再见’了，
会唱歌了，还会打电话了。“中秋节她二姨来家
里，她突然喊了声‘姨’，我们姊妹俩都掉泪了。”

当问及有什么期冀时，丁萌告诉记者：当然
是希望有爱心人士来关心他们，了解他们，帮助
他们。“带他们去公共浴池洗澡时，总有人指指点
点，好像他们是社会的累赘和负担，那时我总是
挺难过。”她说，“他们并没有错，也不会对任何人
造成伤害，我们这的每一个人都期待更多的人能
献出关爱，让我们感受社会的温暖。”

探访“阳光家园”微山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阳光”温暖智残“孩子”前行路

2013年12月3日，全国第二

批“阳光家园”示范创建机

构——— 微山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

心的一间教室里，随着音乐《感

恩的心》响起，文艺课教师丁萌

站在前面边唱边做手语，学生们

睁大眼睛，一边唱也学着比起手

语……这49名年龄不等、智力残

疾的“孩子”，在这里得到老师的

悉心帮助，生活变得温暖起来。

▲“阳光家园”的老师（左）正在教孩子整理内务。
□张誉耀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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