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各种残疾儿童中，自闭症是比较

特殊的一种。他们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

视，有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

总是充耳不闻……他们像天上的星星

一样，独自闪烁，孤独地活在自己的世

界里。

近几年，我市加大对自闭症儿童康

复训练的投入力度。2015年10月，舟山

首家民办自闭症儿童关爱机构———彩

虹堂特殊儿童关爱中心获得市政府支

持，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成立搬迁至市残

联，为更多患者及家庭提供服务。目前

中心场地约有800平方米，有 70名自闭

症儿童，23名主课及辅课教师 （保育

员）。

彩虹堂特殊儿童关爱中心负责人

包孟娜说，自闭症患者与正常儿童的比

例目前在1：60左右，需要社会早发现、

早干预。

彩虹堂每年授课时间为10个月，受

疫情影响，彩虹堂及时做出课程调整，

如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利用微信、

电话等方式指导家居训练；取消暑期，

进行连续训练，竭尽全力确保特殊儿童

得到更多的训练。

小微是彩虹堂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的一名学员，在4周岁时，她被诊断为自

闭症，同时伴有智力问题，从6年前开始

持续进行自闭症康复训练。

针对自闭症的核心特征，彩虹堂特

殊儿童关爱中心采用 ABA的训练方式，

为小微制定个别化训练计划，提高其认

知、语言、社交和自理等各方面综合能

力。同时根据家庭情况，为她提供家居

训练计划。

经过训练后，小微的认知、语言等

各方面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目前具备

基础的读写能力，识字量超过500字，能

够进行10以内加减法的计算，能够独立

完成部分作业。去年，小微能够独立乘

坐公交车，这对于学生和整个家庭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从各方面来说，儿童的训练效果

明显，家长对于训练成果表示了充分的

肯定。”包孟娜表示。

除了专业干预外，彩虹堂也积极进

行社会宣传与普及自闭症基础知识。每

年4月2日世界自闭症意识日，彩虹堂都

开展自闭症科普的宣传，并与外地机构

进行线上交流。从事自闭症儿童干预工

作多年的包孟娜认为，如果能够及时发

现，尽早干预，自闭症儿童也可以有正

常的生活。

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康复科主任

基燕平介绍，目前舟山每年自闭症就诊

患者数量在100例左右，且呈逐年上升

趋势，现实生活中，大部分自闭症儿童

并没有得到正确引导或治疗。“如果不

能及时诊断，当成普通精神疾病治疗，

将严重耽误康复时机。”

据了解，我市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

将于2022年投入使用，及时被发现的自

闭症患者将在这里打开一扇希望之窗。

守护“星星的孩子”关爱自闭症儿童

早发现 早干预 残疾预防绘就幸福人生
□记者 吴建波 通讯员 张信光

今年8月25日是第五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是“加强残疾预防，促进全民健康”。
出生缺陷、慢病缠身、意外伤害、精神疾患……从出生到年老，我们的每个生命阶段都面临着一些可能导致残疾的巨大风险。如何防患于未然，把残疾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市加强对《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成效、残疾预防核心知识等重点内容宣传，引导社会公众不断增强残疾预防

意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
市残联紧紧围绕“四个舟山”建设和群团改革重点工作任务，大力推进残疾人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抓好各项基础工作，构建以精准康复服务为核心的残

疾人全生命周期康复服务体系，加快推进残疾人全面小康进程。

近日，市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组织

了 10多位在训儿童与家长同游南洞艺

谷，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

山理念，并邀请退休干部给孩子讲述

红军小故事，用生动感人的情节，绘声

绘色的讲述，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市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为市直属

全额拨款的纯公益性事业单位，承担着

全市儿童康复训练、社区康复指导、康

复知识宣传普及、幼儿特殊教育等工

作。近几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根据《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残

疾儿童康复服务制度的通知》的有关规

定，中心积极探索，多措并举，残疾儿童

康复工作稳步推进。

小天是一名2岁多的宝宝，去年到

了该学会走路的月份，他的父母发现，

宝宝学的比别人家的慢，回想出生后半

年多的时候，宝宝趴在床上还不会抬

头，宝爸宝妈非常着急。市残疾人康复

指导中心专家发现，宝宝存在肢体运动

迟缓等现象，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宝

宝正在进行训练，已取得明显效果。

作为我市唯一一家面向0—18岁残

障儿童的专业康复机构，目前市残疾人

康复指导中心在训儿童49名，为本市残

障儿童的康复训练提供了完整系统的

康复平台，解决了康复需求。

开展婴幼儿、残疾儿童触觉训练等

活动，加强儿童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

推动做好残疾预防。去年以来，市残疾

人康复指导中心对有康复需求和适应

指证残疾儿童实施抢救性康复 162人，

其中脑瘫康复29人，智力康复33人，听

力言语康复13人，孤独症康复71人，肢

体矫治手术1人，普及型辅助器具10人，

人工耳蜗手术补助1人，贫困残疾儿童

困难生活补贴4人。去年新冠疫情期间，

实施残疾儿童线上远程康复指导，满足

最困难群体的要求。

此外，中心还加强与儿童保健等医

疗机构联系，完善疑似障碍儿童报告制

度；进一步加强基层康复政策和康复知

识宣传，以送医送教送康复“三服务”活

动为抓手，加强社区康复指导，提升社

区康复成效。在市外合作方面，中心以

复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康复服务管理

基地为依托，促进两地技术人才远程互

通；与浙江特教学院开展“三位一体”合

作，深化推进康教和康医合作项目，提

升儿童康复水平，全面落实残疾儿童基

本康复服务与补贴政策。

“残疾风险伴随每个人，残疾预防

与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息息相关，采取适当措施，可以有

效预防多数残疾的发生。”市残疾人康

复指导中心副主任冯疏睿说，常见的致

残原因有遗传、发育、外伤、疾病、环境、

行为等危险因素，如果把生命的时间轴

分解成不同阶段，残疾风险既不会因年

轻活力而远离，也不会因年老体弱而溜

走。婴幼儿时的先天性残疾、学龄阶段

的传染病致残、工作过程中的创伤性致

残、老龄时期的退化性疾病致残等，都

容不得任何侥幸，我们应该树立起“尽

早干预”的理念，从出生前就开始预防。

据介绍，儿童的残疾预防主要涉及

孕前、孕早期和出生后的三个阶段。市

妇女儿童医院专业人士介绍，通过乙型

肝炎检查，在孕前就可以确定自己是否

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如果是，可以

使用乙型免疫球蛋白阻断传染，避免乙

型肝炎母婴传播。同时，女性在孕前3个

月至孕早期3个月补充叶酸，可以降低

生育神经管缺陷后代的风险达 70%以

上。出生后，则需要通过一些疫苗进行

疾病的预防，比如，小儿麻痹疾病现如

今基本绝迹，就要归结于脊髓灰质炎疫

苗的普及。

对于智力低下、运动发育迟缓、语

言发育落后、多动症、自闭症等已存在

高危因素的儿童而言，早期干预则可及

时帮助有需要的儿童接受康复服务，最

大程度预防和减轻儿童残疾。

0—6岁是残疾儿童康复工作的最

佳介入时期。业内人士表示，6岁以前，

特别是3岁以前，人脑发育最快、可塑性

最强，易受环境影响，不失时机地从医

学、康复、教育、社会角度对高危儿童进

行早期干预，可以促进儿童运动、感知、

认知、语言交往、社会适应能力和生理

自理能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残疾

带来的危害。为此，2017年 7月实施的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要求，建

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逐步实现

0—6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

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免费得到手术、

辅助器具配置和康复训练等服务。

儿童康复 为幸福人生铺平道路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

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对

残疾人的关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

之一。这种关爱，不仅体现在救助上，同

时也体现在预防上。

市残联副理事长杨冠培表示，近年

来，我市坚持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

组织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爱耳日、

爱眼日、预防出生缺陷日、精神卫生日、

交通安全日、安全生产月等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着力做好新婚夫妇、孕产期妇

女、中小学生和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宣

传教育工作，切实增强全社会的残疾预

防意识，使残疾预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和共同行动。

残疾预防要抓“早”。残疾风险伴随

每个人，残疾预防与个人健康、家庭幸

福、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业内

人士表示，不同年龄和不同职业人群的

残疾发生水平和致残原因不尽相同，应

加强对重点人群的优先干预，开展全生

命周期的残疾预防。

对育龄人群加强优生优育咨询、孕

前保健、产前诊断和围产期保健；对婴

幼儿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和早期干预，

对学龄前儿童开展发育残疾筛查和干

预；对高危职业人群加强安全生产教

育，提高个人防范意识，减少意外伤害

和职业伤害带来的损伤；中老年人应重

点预防慢性病致残。

“大部分残疾是可防可控的，现代医

学科技也为预防残疾提供了技术支持。”

冯疏睿说，利用现有技术可以使至少50%

的残疾得以控制或者使其延迟发生。

今年，为符合条件的1000名残疾人

实施助明助行助听行动、为110名残疾

儿童实施抢救性康复、为200户困难残

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等项目被列

入市民生实事项目， 2家残疾儿童定点

康复机构提升建设被列入省民生实事

项目，在专业设备、内部环境、质量控

制、延伸服务等十个方面有了明显提

升，为残疾儿童提供更加安全有效、品

质保障的康复服务。

推进残疾预防 建设健康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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