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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 /
“老园丁”们爱心助残

12 月 10 日，在同沐阳光中心，青岛市老教
育工作者协会市北区分会（以下简称市北区老
教协分会）阳光助残志愿服务基地挂牌成立。
当天上午10时，同沐阳光中心和市北区老教协
分会的爱心志愿者们齐聚一堂，举行了揭牌仪
式，大家今后将心手相牵，共同开展助残活动。
仪式上，杨萍分享了同沐阳光中心10年来的发
展历程和经验，中心特殊的心智障碍青年现场
带来了非洲手鼓、诗朗诵、手语表演等节目。市
北区老教协分会向同沐阳光中心赠送了“同沐
阳光，爱心家园”书画作品。

“同沐阳光中心的40多名心智障碍者多为
岛城特殊教育学校的毕业生，在学龄阶段有学
校庇护，毕业后又有幸遇上了‘杨妈妈’。杨萍
以残助残，给了这群特殊的‘孩子’一个继续学
习、历练生活技能的爱心家园，给他们撑起了一
片天。”市北区老教协分会会长毕敏芳介绍，
2017 年，市北区老教协分会的爱心志愿者“老
园丁”们了解到同沐阳光中心的情况后，积极投
身助残之行。过去 7 年里，市北区老教协分会
夕阳红支教团队志愿者们每周都会到同沐阳光
中心开展助残活动，教授这里的心智障碍者朗
诵、绘画、歌舞、健美操等，帮助他们学习各类知
识和技能。“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
经常一个抬腿、伸胳膊的动作就要教无数次，但
是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们成长得越来越好，我们
看在眼里，心里特别开心。”毕敏芳表示，今后市
北区老教协分会将继续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
积极组织开展好助残活动，助力同沐阳光爱心
家园越来越好。

/ 探访 /
特殊的“孩子”最大50岁

同沐阳光中心目前集中安置了 40 多名有
心智障碍的残疾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50 岁，

最小的 17岁。今年 62岁的杨萍把他们统统看
做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来到中心时间最
短的仅有2个月，最长的已有10年。在初来时，
他们大多都有着相同的性格特点，就是不愿与
人交流，而在同沐阳光中心生活一段时间后，他
们逐渐打开心扉，变得活泼起来。由于说话、行
动迟缓，他们被人们亲昵又心疼地称为“蜗牛”，
而“杨妈妈”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蜗牛”妈妈。

12月10日记者走进同沐阳光中心时，中心
的孩子们正整齐地围坐在桌前，专心致志地绘
画。“蝴蝶的翅膀注意不要分开，头不要画得太
大……”在志愿者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手拿画
笔，一点点地学习修改、上色。

“老师，你看我画得好不好，需不需要再修
改？”看到记者的到来，孩子们并没有感到陌生
害怕，有的人还会主动询问交流互动，表现欲满
满。“我们每周都会安排许多活动，周一绘画课、
周二外教课，周三由退休老教师们来教朗诵和
舞蹈，周四还有体育篮球课，孩子们在这里可以
学习很多不同技能，丰富生活。每天接触不同
的活动也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社交技能，所以对
于志愿者，很多孩子早已习惯，并不会怕生。”中
心志愿者老师介绍道。

当天正逢周二，中午 12 点半，孩子们吃过
午饭后，外教志愿者那文丽老师准时来到中心，
开启每周一堂的英文课。“孩子们，首先让我们
通过一首歌曲回顾上节课的内容……”在那老
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有序地排成几排，跟随着音
乐互动起来。随后，那文丽现场向孩子们发起
提问：“‘十三’和‘三十’的英文发音有什么不
同？”在那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准确地发音回
答，获得现场鼓励和掌声。在英文课堂上，既有
中英文歌曲转换，也有各类不同形式的互动交
流，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英文名，无论是回答
问题或者上前互动，孩子们都非常开心地积极
参与。“孩子们最喜欢上英文课了，每次上课一
个人都不缺，那老师总是会一遍遍教孩子们发
音，大家都特别喜欢她。”中心的一位志愿者老
师说道，“教完这堂课，那老师会回国休息一段
时间，等到元旦后再回来，所以对这堂课孩子们

特别珍惜。”
除了各种丰富有趣的活动外，中心还会安排

孩子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做手提包、剪线
毛等简单手工活，锻炼他们眼与手的协调能力。“中
心的孩子们多患有孤独症等心智障碍问题，在协
调动手动脑方面存在先天不足。虽然没有健全的
心智，但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技艺，通过劳动实现
个人成长和社会价值。”杨萍介绍。

/ 人物 /
轮椅上的“时装女王”

每天看到同沐阳光中心孩子们天真的笑
脸，杨萍内心感触颇多，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
历，她觉得能够给孩子们创造欢乐的成长环境，
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有意义。杨萍自幼患有小儿
麻痹症，尽管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却因身体原
因未能实现“大学梦”。后来源于对服装设计的
热爱，杨萍开始自学绘画和服装设计课程，踏上
了服装设计之路，这一做就是43年。“从什么都
不懂开始学，过程虽然辛苦，但我从没想过放
弃。”杨萍说道。就这样，她一步步提升自己的
专业设计水准，逐渐赢得了业内认可。

后来，结婚生子后，杨萍继续钻研设计，并
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杨萍服装店”，正式
开启了创业之旅。然而就在她凭借手中的“金
剪刀”让服装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时，一场突如
其来的意外却让她再次陷入了无助。2002年，
杨萍的丈夫意外遭遇车祸，经过两天手术后在
医院躺了 3年，家里因治疗费用欠下 30多万元
债务。于是，要强的杨萍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
那几年她从未在凌晨2点前睡过觉。“当时很多
订单资料全是英文的，我就硬着头皮从头学，反
正只要有订单，我就接。”杨萍说。

就这样，杨萍凭借着高度的专业能力获得
了国外客户认可，因为设计打版经常一次性通
过，在圈内被人称为“杨一过”。2003 年，杨萍
设计的套装在青岛国际时装周上获时尚类银
奖，成为获奖者中唯一一名残疾人设计师。后
来，杨萍创建了集产、销、研于一体的外贸服装

公司，拥有了自己的雅时依服装样品技术中心，为
青岛40多家外贸服装公司提供服务。

/ 讲述 /
成为48个孩子的“妈妈”

在企业一步步做大的同时，杨萍看到很多失
业人员就业困难，尤其是残疾人士不能靠双手养
活自己，这让她有了想要帮助残疾人群体的使命
感。“我年轻时因为腿部残疾没能上大学、就业受
阻，后来我就许下了一个心愿——当自己有能力
有机会时，一定会毫无门槛地接纳残疾人就业。”
2014 年，在服装事业发展得蒸蒸日上时，她成立
了青岛市第一家以安置智力、精神残疾人为主，具
有公益性、庇护性、非营利性和社会福利性等特点
的社会服务机构——青岛市市北区同沐阳光残疾
人辅助性就业中心。

“以前没有接触过孤独症群体，没想到他们的
到来彻底打乱了我的工作节奏。”回忆起就业中心
刚刚成立时的样子，杨萍仍历历在目，“记得第一
天把这群孩子接过来的时候，他们在工厂里到处
乱跑，乱扔剪刀和锥子，我没办法，只好让全体员
工停工来看着他们。”杨萍说道，“由于无法及时完
成订单，我失去了好多客户。最后花了半年时间，
终于让孩子们能够安静下来。”

患有孤独症和智力低下的孩子，在成年之后
很难适应社会，先天能力不足成为他们就业路上
的绊脚石。但如果常年待在家里，很多在学校养
成的好习惯会逐渐丧失。“当时我就想让这群孩子
来我这里继续学习康复，甚至可以给他们在服装
厂找份工作。”杨萍说道，同沐阳光中心从生活技
能、劳动技能、学习技能、社交技能等方面全面地
培训孩子们，小到学习系鞋带、擦桌子等日常琐
事，她都会一遍遍地教给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
她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中心有个女
孩在妈妈去世后跑到我跟前说：杨妈妈，我以后没
有妈妈了，我可不可以叫你‘妈妈’？听到这句话，
我的眼泪当时就流下来了。从那以后，我多了一
个女儿，并慢慢地成为48个孩子共同信任和依赖
的‘杨妈妈’。”

/ 转变 /
带着残疾孩子“触碰”世界

起初，很多孩子来到中心，总是无法安静地坐
下来。后来，杨萍想到可以带孩子们出门游玩学
习，增长他们的见识，让他们在亲近自然中放松自
我。“第一次出去游玩后，我们发现每个孩子都表
现得非常好，不再乱窜乱跑，甚至能回答我的问
题。慢慢地，我们每周都会组织外出游玩，帮助孩
子们成长。”2017年，在杨萍和多个公益组织的共
同努力下，20多名残疾青年到北京旅游。“那次北
京之旅我们前期筹备了 3 年，只因为一句不经意
的‘去北京看升国旗’的承诺，被孩子们深深地记
在了心里。”杨萍说，“去之前我考虑了很多，因为
许多孩子说自己从没坐过动车，所以最终选择带
孩子坐动车出游，还让一些没有去过北京的家长
一同前去。虽然跟旅行团费用低些，但我还是决
定不跟团，想让孩子们在这次北京之行中充分地
获得知识，留下一辈子的记忆。”

“当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国旗升起时，现场所
有孩子变得非常安静，他们虽然不会表达，但一定
把那一刻的情景记在了心里。”杨萍感慨道，这次
北京之行让她感触极深，5天的行程中，孩子们成
长了很多。“从北京回来的路上大家已经很累了，
我以为孩子们会在车上睡觉，结果他们一路上高
兴得又唱又说。回到青岛时已经是夜里10点了，
他们仍旧非常兴奋。他们太渴望出去玩了，就像
小鸟一样，想要伸手触碰这个世界，这次经历让他
们终生难忘。”

坐动车去北京看故宫、爬长城、参观清华园，
去内蒙古看大草原、骑马，去大学里参加一日军
训，手拉手参加健步行……在杨萍的带领下，就业
中心的孩子们完成了 400 多次人生中的“第一
次”，这些经历也让孩子们的人生越来越丰富多
彩。“每次带着他们出门游玩，总让我想起我年轻
时也是这样，想要冲破阻碍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所
以更加理解他们的心情。只要有机会，我就经常
带他们外出，通过游玩疗愈他们的内心，让他们看
到不同的世界。”杨萍说道。

轮椅上的“杨妈妈”带着“蜗牛”看世界
青岛残疾人服装设计师杨萍成立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 帮扶上百名心智障碍青年走出封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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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丢下一个孩子，通过特长
小组，发挥孩子们的潜能，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快乐地
活着！”

杨 萍
年龄：62岁
身份：青岛市市北区同沐阳光残疾
人辅助性就业中心负责人

她在 6个月大时罹患
小儿麻痹症，致使身体落下
残疾，需要依靠轮椅行走；
她是从业43年的服装设计
师和服装结构师，服务青
岛40多家外贸服装公司，
被大家称为青岛“最牛”国
际服装制版师；她也是全
国首家具有公益性、庇护
性、非营利性和社会福利
性等特点的残疾人辅助性
就业服务机构——青岛市
市北区同沐阳光残疾人辅
助性就业中心负责人，她
就是杨萍。日前，在“讲好
青岛故事 唱响时代赞歌”
青岛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微短剧、微电影、微
视频展示暨颁奖仪式现场，
杨萍登台分享了自己与48
名心智障碍人士的故事。
12月10日，记者走进同沐
阳光中心，近距离了解“杨
妈妈”和这群“星星的孩子”
的故事。

同沐阳光中心的孩子们在外教志愿者带领下上课。 同沐阳光中心开设了绘画课。 孩子们在课堂上与老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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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掘每个孩子的闪光点
在同沐阳光中心，孩子们初来时大多有着相

同的性格特点，就是不愿与人交流，而在中心生
活一段时间，他们会逐渐打开心扉，变得活泼起
来。

“他们也有想要努力实现的愿望，只是他们的
愿望我们可能不理解，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地去理
解和包容他们。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更好地挖掘
他们的才能，让他们的闪光点无限放大。”杨萍告
诉记者，“我接手孩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长做
心理疏导：上天给了你一个特殊的孩子，他并不比
别人差，他的才能甚至超过了普通人，只是没被人
们发现。我们需要去挖掘他的这种才能，让他更
好地生存。”同沐阳光中心会根据孩子们的特长进
行个案培养，目前有音乐小组、美术小组、配送小
组、缝制小组、烘焙小组、掐丝珐琅工坊等。

杨萍介绍，同沐阳光中心的孩子中有位“数字
天才”叫姜博文，能轻轻松松把圆周率背到200多
位，随便告诉他一个日期，他就能准确地说出那天
是星期几。中心引进艺术疗愈，经过特长培训，有
3 个孩子学会了弹钢琴，其中“钢琴小王子”刘畅
从最初弹奏简单的小曲目，到现在能够弹奏十几
首大段的钢琴曲，还会用英语流利地作自我介绍，
多次受邀去上海参加慈善论坛。22 个孩子组成
的阳光艺术团已经能够演出两个多小时的节目，
经常到养老院和社区用音乐给大家带来快乐，反
哺社会。26个孩子学会画画，已经连续 3年在青
岛市图书馆举办画展。此外，中心还开设了空中
英语课堂，有12个孩子可以用英语交流。

“不丢下一个孩子，通过特长小组，发挥孩子们
的潜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成为一个有用的
人，快乐地活着！”生活中，杨萍还会经常带着孩子们
去养老院、去社区参加各种演出和义卖，锻炼孩子们
的社交能力，让他们用学到的技能反哺社会，让更
多的人关心关注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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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更多孤独症孩子“走出来”
因为有爱，所以阳光。一个微笑、一次拥抱、

一句赞扬、一时牵手、一会陪伴、一起游戏、一堂讲
座、一场义卖……这些都是给予心智障碍者最好
的礼物。目前同沐阳光在册志愿者超过500人，年
龄从8岁到80多岁，由来自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企
事业单位、学校等的各界爱心人士构成，每年6000
多人次参加志愿服务，中心80%的孩子已经掌握了
基本生活技能，先后帮助上百名心智障碍青年走
出家门，帮扶引导辅助性就业。

“现在中心的孩子们除了每天做些简单的手
工活外，还可以独自出门接送货。”杨萍自豪地说，
只要告诉他们地址，他们会自己用手机进行定位
导航。“我们的初心就是要打破就业壁垒，为这个
群体提供平等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确保他们在
就业市场上得到公正对待，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
价值。”杨萍说，“我的朋友们经常说我们中心把孩
子们培养成了琴棋书画、多才多艺的阳光青年。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把我们的实践进行理论提升，
成为可复制的模式，从而帮扶和引导更多孤独症
孩子走出封闭的环境，以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
风貌融入社会。”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吴冰冰 摄影 江彩雯

扫码观看相关视频

拍摄/剪辑
记者 吴冰冰 江彩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