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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于婧媛黄伊娜

3月30日，五缘音乐厅举办

了一场音乐会，孤独症青年徐鸣

的指尖在单簧管上起舞，演奏了

《这世界那么多人》，动人的旋律

赢得了阵阵掌声。钢琴十级、葫

芦丝十级，会画画、跳街舞、吹单

簧管，省残特奥会乒乓球2块金

牌……徐鸣一步步成长着，向着

“闪闪发光”的自己不断努力。

今天是第18个世界孤独症日，晨

报记者带您再一次聚焦“星星的

孩子”。

像蜗牛一样慢慢成长
2005年，徐鸣出生了，长得

十分可爱，但到了一岁半仍不会

说话。2007年，徐鸣在厦门市妇

幼保健院被确诊为孤独症。医生

告诉徐爸爸，孩子有可能一辈子

都不会说话，要马上进行康复训

练。这年，徐妈妈辞职带着孩子

到青岛做康复训练，徐爸爸在福

州工作担起了养家的重担，读小

学的大女儿则独自留在厦门上

学。就这样，一家子散落三地。

在动车站，一家四口分别时，徐爸

爸泪眼模糊，几乎到了崩溃边缘。

养育一名孤独症孩子有多

难？直到徐鸣七八岁时，他才开

口叫爸爸，勉强能说一两个简单

的字；学骑自行车，别人可能练习

两三遍就会了，徐鸣“学了可能有

196次”，才学会刹车；无法用语

言表达、刻板的行为、强烈的情绪

反应……徐爸爸直言，“我们作为

父母崩溃了不知道多少次”。

慢慢地，徐鸣父母发现，虽然

徐鸣不会表达，学什么也很慢，但

是就像蜗牛，慢慢地成长着。“只

要有一点点进步，我们父母就很

满足了。”徐爸爸说。

多才多艺闪闪发光
上天给徐鸣关上了一扇门，

却打开了好几扇窗。虽然难以用

语言表达沟通，但徐鸣从小就展

现出对音乐的特殊感知。“他1岁

时就能够哼出曲调，带他去听音

乐会，会陶醉在音乐中。”

于是，徐鸣父母决定培养孩

子的兴趣爱好，从钢琴开始尝试，

请了老师到家中授课。“当时只是

单纯地想让孩子通过弹琴锻炼手

指灵活度，希望对大脑发育能有

帮助。”

冯项凯是徐鸣的单簧管老

师，“他学曲子非常快。一首曲子

我唱两三遍，他就能完整地吹奏

下来”。

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徐鸣

在不断成长进步。如今，他已达

钢琴十级、葫芦丝十级水平，能用

单簧管独立完成20多首曲子，还

会跳街舞，参加福建省第七届特

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得了乒乓球

单打及团体2枚金牌，绘画作品

也多次参展。

今年6月，徐鸣即将从特教

学校毕业，步入社会。现在，他

有了新身份——厦门星空咖啡

的店员。他制作了一杯拿铁，坚

持把心形拉花的角度调整到完

美。那个曾经被认为终身无法

自理的孩子，如今在工作岗位上

闪闪发亮。

晨报讯（记者黄伊娜）日前，

厦门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举办孤

独症系列线上公益讲座，邀请厦

门市红十字救护培训中心主任

郭志辉为我市特殊儿童家长教

授应急救护知识课程，帮助特殊

家庭掌握急救的要领，提高突发

状况应急处理能力。

讲座中，郭志辉演示了心肺

复苏的各个步骤及AED操作流

程，深入解析急救要点。“学到了

很多有用的知识”“很有用的课

程”……本次讲座吸引了2200

多人次在线观看，不少家长在评

论区留言互动。

据了解，为了加强孤独症儿

童关爱服务，今年，厦门市残疾

人康复中心继续举办孤独症系

列线上公益讲座，邀请专家围绕

孤独症行为康复和教育干预、家

庭服务支持、融合教育等内容进

行讲解，帮助孤独症儿童家长掌

握科学干预方法、专业知识，为

孤独症家庭提供支持。

晨报讯（记者 谢祯 实习生

廖璐颖）昨日是厦门曙光救援队

和厦门蓝天救援队前往缅甸曼德

勒救灾的第二日，他们不眠不休，

与时间赛跑抢救生命。

轮番上阵 搜救不停歇
缅甸当地时间3月 31日下

午3时30分，CHN-13厦门市曙

光救援队与CHN-01中国国际

救援队在一栋倒塌的公寓楼里发

现了被困者“尔航”，随即展开联

合作业救援。“尔航”的求生欲强

烈，在被发现后的20小时内，6次

通过敲击发出回应。听到回应的

一刻，救援队员们不禁当场落泪，

大喊让他“坚持”。

救援队员忍受着困意与身体

酸痛的双重压力，轮番上阵救

援。体力不支时，他们甚至直接

躺倒在马路边休整，稍作休息便

又投入救援。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表

示：“长时间马拉松式的搜救，大

家的体力都透支到了极限，只能

不断地轮换，从开始的10分钟一

轮换，到后面5分钟一轮换。”王

刚说，他们相信能把人救出来。

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救援还在

继续中。

全力以赴 迎着高温奋战
缅甸当地时间3月 31日上

午7时35分，厦门蓝天救援队抵

达缅甸曼德勒，奔赴两个挖掘点

展开搜救工作。经过奋战，他们

寻获两名被困者，但遗憾的是，两

人均已失去生命体征。

4 月 1 日，当地气温接近

40℃，救援队员们的汗水不断滑

落，却全然不顾，一心专注于救援

行动。面对20多位前来求助的

家属,厦门蓝天救援队队长水草

郑重地表示：“我们会尽最大的努

力，无论怎么样，会找到为止。”

20岁的“星孩”会演奏会画画
今天是第18个世界孤独症日，晨报记者为您讲述孤独症青年的成长故事

闪闪发光!

在各类残疾人中，

大龄孤独症群体的就

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厦

门对此进行了一系列

孤独症人士就业探索。

从2021年开始，厦

门市残联持续加大培育

孤独症青年融合发展的路

径，尝试了AI电商直播、培育

就业辅导员以及走访企业为残

疾人找岗位等方式。截至目前，

厦门共有200多名心智障碍就

业辅导员。

2024年，厦门市残联聚焦孤

独症青年群体就业难题，创新性

推出“星空咖啡”厦门市孤独症

青年专门就业空间，采取残联倡

导、企业主办、家庭支持、社会参

与的模式，吸纳孤独症青年就

业。目前已有集美尚萌店、思明

旗舰店2家门店相继开业，12名

孤独症青年正式上岗就业，还带

动近10名青年实现辅助性就业，

实现社会、企业、家庭、孤独症青

年多方互惠共赢。

二手商品售卖店“幸运星”

小店也在助力孤独症青年创业

就业。今年，小店开了两家分

店，商品均来自爱心人士与企

业的捐赠，店铺运营各项工作

都由孤独症青年完成，收益除

支付场租等外，均归孤独症青

年所有。

孤独症群体和所有人一样，

有兴趣爱好，有梦想追求。如果

你见到了他们，请多给一些耐

心，多给一些机会，让来自星星

的孩子们不再孤单。

不眠不休搜救 期待奇迹发生
厦门两支民间救援队在缅甸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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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鸣在舞台上吹奏单簧管。本组图片记者叶嘉健摄

请给大龄的他们多一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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