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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我市开展“润心
伴成长 同心护未来”系列关爱活动，近期院
里的活动一场接一场。院里对儿童节当天
的活动做了精心安排，孩子们对自己的节日
充满期待。

如今的社会福利院，不再是封闭的“孤
岛”，而是联系八方的“爱心岛”。据了解，在
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我市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爱心志愿者、团体纷纷走进福利院，捐
款捐物、看望孩子、与孩子们开展互动。

全社会都很关心和关注这些孩子，孩子
们也很爱这个“家”。

“我们坚持开门办院，走出去，请进来，
不能让孩子们真的成为‘孤儿’。”董飞飞说，
关起门来养孩子方便省事，开门办院，管理
部门不仅节假日要加班，安全压力也骤增，

但还是要开着大门，要让孩子和不同的人群
接触，更多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董飞飞表
示，看着孩子们慢慢长大、慢慢懂事，全院职
工都是满满的感动。市社会福利院就是要
倾心创造家的环境，营造家的氛围，扮演家
的角色，要和孩子成为一家人，让他们尽享
生活照料、学习辅导、康复训练、医疗服务等
全方位呵护，感受家的温馨，幸福成长、成
人、成才。

即便存遗憾，同样有精彩。
正如记者所见，在这里，“一切为了孩

子，为了孩子一切”。在这里，“没有可怜的
孩子，只有可爱的孩子”。“折翼天使”能过好
现在，能期待未来，也敢于勇敢地飞向未
来。（文中出现孩子名字均为化名）

开门办院，让“折翼天使”不再孤单

初夏的鹰城，绿草茵茵，鸟语花香。位于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宝大道与吉祥路交叉
口东南角的市社会福利院里，设施崭新，工作
人员紧张忙碌，孩子们笑声不断……幸福洋
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2023年6月29日，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
持与帮助下，市社会福利院（市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新院正式启用。新院址占地面积
37余亩（1亩≈666.67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12
万平方米，设置床位300张，设有医疗康复区、
教育培训区、多功能区、生活区等区域，是一
所集抚养、救治、特教、康复、社会工作于一体
的儿童福利机构。

如今，这个孤弃儿童的新家已启用近一
年时间，目前共有登记在册的近160名“院民”
生活于此。

新院启用，给“折翼天使”一个新家

5月 28日上午 10时许，在市社会福利院
二楼的一间康复室，康复师王高原正为康康、
娟娟进行肢体康复训练和中医艾灸理疗，局
部按摩、肢体肢位摆放、提升肌肉力量、穴位
按摩……有条不紊，细致入微。

“我们通过磁疗、感统训练和器械训练等
现代康复治疗，以及针灸、小儿推拿等传统康
复治疗，为运动功能障碍、发育迟缓的儿童实
施康复基本训练，减轻残疾程度。”王高原说，
院里给每个孩子都建立了健康档案，详细记录
他们的身体情况、康复情况，会定期对孩子的
康复训练效果进行评估，以便更好地制定下一
步的康复方案。

“对于残疾儿童来讲，康复就是生命的重
建。”市社会福利院党支部书记董飞飞告诉记
者，福利机构曾经的养育模式是“养活”，
现在是“养好”，未来是“全人格发
展”。其中，福利彩票为孤弃儿童
养护、治疗、康复、教育、安置提
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成为他
们健康快乐成长的有力后盾。

每个需要进行康复训练
的孩子都有不同的康复计划，
每个环节都有康复目标，每个
动作都有康复意义。通过康复
训练，很多孩子能走了，会说了，
离开保育员也能快乐地玩起来了。

康复训练，为“折翼天使”修补翅膀

“小小蛋儿把门开，走出一只小鸡来；黄
茸茸呀胖乎乎，叽叽叽叽唱起来……”走进
布置温馨的特教教室，墙面贴着呆萌可爱的
卡通图案，丰富多样的教具、器材让人目不
暇接。20多名孩子在特教老师辛云云的指
挥下，拍着小手，打着节拍，坐在坐垫上欢快
地唱着儿歌《小小蛋儿把门开》，歌声虽“参
差不齐”，却清澈动人。

辛云云是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
会“仁育苑特需儿童之家项目”驻市社会福
利院的一名特教老师，目前已经在福利院工
作近3年。“我清楚地记得刚来时孩子们的
眼神，从空洞无光到慢慢变得有神，有笑容，
这种改变让人激动的同时也备感欣慰。”辛
云云说，很多时候简单的一个动作、一个发
音，要重复教几十遍甚至上百遍，起初自己
也感觉这份工作确实辛苦，但作为一名特教
老师，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更大的包
容心。每当她走进教室，看到孩子们露出欢
乐的笑容，得到孩子们给她的拥抱，她觉得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夏天到了，根据教学计划安排，本周的
教学主题围绕“蛋”展开。老师们把鸡蛋、鸭

蛋、鹅蛋、鹌鹑蛋带到教室，让孩子们亲自看
一看、摸一摸、闻一闻、尝一尝。阅读课上，孩
子们知道了蛋孵化的过程；美术课上，孩子们
在白纸上画出一个又一个形状各异的蛋。

改善和提升孩子们的感统能力，鼓励他
们主动表达，挖掘他们的潜力，给予他们更
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在“爱”的合围下，
9岁的甜甜画出了向日葵；11岁的皓皓学会
了查字典、看书写字；22岁的静怡学会了十
字绣，用近半年的时间绣好了十字绣《国宝
大熊猫》……

特殊教育，让“折翼天使”重新飞翔

□本报记者 张永军 文/图

每个孩子都是来到人间的天使。但是，谁
也无法保证每一个来到人间的天使都完美无
缺。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带着这样或那样的
缺陷来到这世间，他们被称为“折翼天使”。

在市社会福利院，就生活着近160名“折翼
天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想怎样过
儿童节？六一前夕，记者走进市社会福利院，探
访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

23岁的“院民”建伟在市社会福利院已
经生活15个年头。今年2月，他突然萌发了
学习烹饪当一名厨师的念头。

市社会福利院非常支持建伟的想法，院
里安排专人走访我市部分技校，了解专业设
置、作息安排等具体情况，最终选定平顶山
技师学院为就读学校。平顶山技师学院也
非常重视建伟这个特殊学生，经研究决定免
除学费、住宿费和课本费等。

福利院为建伟置办了学习用品、生活用
品等，一路护送他入学。如今，建伟在平顶
山技师学院学习烹饪已经近3个月，周一至

周五吃住学在学校，周末回到福利院。“我要
好好学手艺，顺利拿到毕业证和技能证书。”
建伟告诉记者，他最大的愿望是能成为一名
合格的厨师，有机会了还想自己开店，通过
自己的双手服务更多的人。

“让孤弃儿童回归家庭，融入社会，是孩
子们最好的归宿，也是我们民政人的初心和
使命。”董飞飞说，孤弃儿童来自于社会，还
应回归社会。近年来，院里为部分孩子依法
办理了收养手续，院里有一位男孩说明年想
去学汽修，要像建伟哥哥一样去外面的世界
开眼界，长见识。

回归社会，是“折翼天使”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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