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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年夏年夏，，張莎莎自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畢業時張莎莎自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畢業時，，
適逢家鄉淄博的社會福利院兒童院招募特教老適逢家鄉淄博的社會福利院兒童院招募特教老

師師。。經過層層篩選經過層層篩選，，張莎莎張莎莎99月正式入職月正式入職。。雖已有心裡準備雖已有心裡準備，，
但第一次見到福利院的孩子時但第一次見到福利院的孩子時，，她仍然十分震驚她仍然十分震驚。。
「「那種心情真的很難形容那種心情真的很難形容，，幾個孩子全部躺在床上幾個孩子全部躺在床上，，竟然竟然
沒有一個能坐起來沒有一個能坐起來！！他們唯一的動作就是呼吸他們唯一的動作就是呼吸，，眨眼眨眼。」。」張張
莎莎說莎莎說，，大學期間她的職業規劃就是做一名特教老師大學期間她的職業規劃就是做一名特教老師，，設想設想
過很多次如何用手語和孩子們溝通過很多次如何用手語和孩子們溝通，，教他們語文教他們語文、、數學……數學……
但孩子們的殘疾狀況卻遠超她的想像但孩子們的殘疾狀況卻遠超她的想像，「，「這樣的孩子還怎麼這樣的孩子還怎麼
學習知識學習知識？？就算學了又有什麼用就算學了又有什麼用？」？」她的滿腔熱血瞬間被現她的滿腔熱血瞬間被現
實實「「秒殺秒殺」。」。

教會波波吃飯走路說話
福利院裡收養的腦癱兒童福利院裡收養的腦癱兒童，，大多是剛出生幾天便被親人拋大多是剛出生幾天便被親人拋

棄棄，，有的甚至還帶着臍帶有的甚至還帶着臍帶。。身材瘦小的黨福波身材瘦小的黨福波（（波波波波））就是就是
其中的一位其中的一位。。九年前九年前，，他被孤零零地放在福利院門口他被孤零零地放在福利院門口，，家人家人
直到現在仍杳無音訊直到現在仍杳無音訊。。張莎莎上班後不久張莎莎上班後不久，，即在兒童寢室裡即在兒童寢室裡
見到了見到了44歲的波波歲的波波。。彼時彼時，，波波受惠於民政部的波波受惠於民政部的「「明天計明天計

劃劃」」剛從北京做完手術歸來剛從北京做完手術歸來。。從未謀面的一大一小雙眼對視從未謀面的一大一小雙眼對視
卻心情迥異卻心情迥異。。
「「他坐在兒童搖馬上他坐在兒童搖馬上，，是一個特別帥氣的小男孩是一個特別帥氣的小男孩。」。」時時

至今日至今日，，張莎莎仍對兩人的第一次見面記憶猶新張莎莎仍對兩人的第一次見面記憶猶新。。當時她當時她
高興地上去打了個招呼高興地上去打了個招呼，，波波卻緊張地大哭起來波波卻緊張地大哭起來，，且因無且因無
法掌握平衡連同搖馬一起摔倒在地法掌握平衡連同搖馬一起摔倒在地。。莎莎去扶時才發現莎莎去扶時才發現，，
這個孩子不會說話這個孩子不會說話，，且整個下肢都不能動且整個下肢都不能動，，先前其實是倚先前其實是倚
靠在搖馬上靠在搖馬上。。
看着這個漂亮的小男孩看着這個漂亮的小男孩，，莎莎的心情十分複雜莎莎的心情十分複雜。。同事告訴同事告訴

她她，，雖然手術很成功雖然手術很成功，，但波波沒有任何自理能力但波波沒有任何自理能力，，連吃飯都連吃飯都
要人餵要人餵。。為此為此，，莎莎和同事們開始有意識的鍛煉波波的手眼莎莎和同事們開始有意識的鍛煉波波的手眼
協調能力協調能力，「，「最起碼讓孩子學會吃飯最起碼讓孩子學會吃飯」。」。
「「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光是抓着他的手往嘴裡送飯這個光是抓着他的手往嘴裡送飯這個
簡單的動作簡單的動作，，就教了好幾個星期就教了好幾個星期」，」，張莎莎回憶張莎莎回憶。。在周而復在周而復
始的輔助訓練中始的輔助訓練中，，波波終於在幾個月後學會了自己吃飯波波終於在幾個月後學會了自己吃飯。。隨隨
後後，，又用幾年的時間學會了扶着助行器走路和說話又用幾年的時間學會了扶着助行器走路和說話、、拿掉尿拿掉尿
不濕不濕，，基本實現生活自理基本實現生活自理。。在其八歲以後在其八歲以後，「，「媽媽們媽媽們」」開始開始
教他識字教他識字，，目前他已經認識目前他已經認識100100多個漢字多個漢字，，而且大部分會寫而且大部分會寫。。

「「忽然有一天忽然有一天，，波波認出了所有福利院媽媽們佩戴的工波波認出了所有福利院媽媽們佩戴的工
牌……牌……」」張莎莎說張莎莎說，，那一刻那一刻，，她覺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她覺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
的的。。

聞帥帥一聲媽媽淚泉湧
雖然每一步成長背後都要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雖然每一步成長背後都要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孩子孩子

點滴的進步卻鼓舞着張莎莎和她的同事點滴的進步卻鼓舞着張莎莎和她的同事。。今年三歲半的帥今年三歲半的帥
帥帥，，是她看着長大的是她看着長大的，「，「他剛開始的狀態是誰碰都不行他剛開始的狀態是誰碰都不行，，甚甚
至通過傷害自己讓別人離他遠一些至通過傷害自己讓別人離他遠一些。」。」張莎莎回憶張莎莎回憶，，帥帥經帥帥經
常害怕地蜷縮在角落裡常害怕地蜷縮在角落裡，，吃飯時有時還故意將飯菜打翻在吃飯時有時還故意將飯菜打翻在
地地。。但就是這樣的孩子但就是這樣的孩子，，在特教媽媽們耐心的教導下在特教媽媽們耐心的教導下，，竟然竟然
通過康復訓練慢慢學會了走路和說話通過康復訓練慢慢學會了走路和說話。。
「「那是一個早上那是一個早上，，帥帥開口叫了一聲媽媽……帥帥開口叫了一聲媽媽……」」張莎莎說張莎莎說，，

起初起初，，她不敢相信她不敢相信，，還以為是窗外的一個孩子在喊還以為是窗外的一個孩子在喊。。後來突然後來突然
意識到是面前的帥帥意識到是面前的帥帥——「「房間裡只有這麼一個孩子房間裡只有這麼一個孩子！」！」短暫的短暫的
停頓後張莎莎再也控制不住停頓後張莎莎再也控制不住，，激動地流下眼淚激動地流下眼淚。。在傾注了無數在傾注了無數
心力和汗水之後心力和汗水之後，，在孩子們不斷的進步中在孩子們不斷的進步中，，她已深深地愛上這她已深深地愛上這
份工作份工作，，成為腦癱兒童的成為腦癱兒童的「「小媽媽小媽媽」。」。

腦癱雖然病變部位在腦腦癱雖然病變部位在腦，，卻累及四肢卻累及四肢，，常常伴有智力缺陷常常伴有智力缺陷、、癲癇癲癇、、行行
為異常為異常、、精神障礙及視精神障礙及視、、聽覺聽覺、、語言障礙等症狀語言障礙等症狀。。由於壞死的細胞不可由於壞死的細胞不可
再生再生，，很多時候很多時候，，與腦癱的較量意味着一場持續卻注定失敗的戰鬥與腦癱的較量意味着一場持續卻注定失敗的戰鬥。。
作為一名特教媽媽作為一名特教媽媽，，除了上課以外除了上課以外，，莎莎每天要幫助孩子刷牙莎莎每天要幫助孩子刷牙，，洗洗

臉臉，，換尿布換尿布，，推輪椅推輪椅。。由於患有多項殘疾的孩子體徵較弱由於患有多項殘疾的孩子體徵較弱，，許多孩子許多孩子
甚至伴隨出現自閉傾向甚至伴隨出現自閉傾向。「。「有時他們情緒不受自己控制有時他們情緒不受自己控制，，會發出原始會發出原始
哭鬧哭鬧，，着急時會抓破特教媽媽的胳膊和腿着急時會抓破特教媽媽的胳膊和腿。」。」每次張莎莎都默默承每次張莎莎都默默承
受受，，然後反思是哪點做得不好引起了孩子的過激行為然後反思是哪點做得不好引起了孩子的過激行為。。或許或許，，正是特正是特
教媽媽的愛與堅持讓這些不會飛翔的孩子免於墜落谷底教媽媽的愛與堅持讓這些不會飛翔的孩子免於墜落谷底。。

收養者多為外國家庭
「「孩子們的世界很單純孩子們的世界很單純，，也很敏感也很敏感。。我們經常對來訪的人講我們經常對來訪的人講，，不要對不要對
着孩子指指點點着孩子指指點點，，不要重複他的殘疾狀態不要重複他的殘疾狀態，，主要是擔心他們打下心理烙主要是擔心他們打下心理烙
印否定自己印否定自己。」。」張莎莎感慨地說張莎莎感慨地說，「，「對於孩子而言對於孩子而言，，從躺着到坐起來是從躺着到坐起來是
人生重要的第一步人生重要的第一步。。儘管我們已竭盡全力儘管我們已竭盡全力，，還是對有些孩子無能為力還是對有些孩子無能為力。。
我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坐起來我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坐起來，，更希望他們能有自己的家更希望他們能有自己的家。」。」
隨着孩子們自理能力的增強隨着孩子們自理能力的增強，，不斷有人被社會人士收養不斷有人被社會人士收養。。遺憾的是遺憾的是，，或或

許是觀念的原因許是觀念的原因，，內地的家庭大多不願收養這些身帶殘疾的兒童內地的家庭大多不願收養這些身帶殘疾的兒童，，許多孩許多孩
子被國外家庭收養子被國外家庭收養。「。「很捨不得很捨不得，，雖然福利院就像一個大家庭雖然福利院就像一個大家庭，，但畢竟不但畢竟不
是真正意義的家……是真正意義的家……」」張莎莎的眼中帶着淚光張莎莎的眼中帶着淚光。。

腦癱兒童，被稱為墜落凡間的「折翼天使」，卻也是被遺棄兒童中佔比最大的群體之一。

位於山東省中部的淄博社會福利院，收養了213名被遺棄的孩子，逾80%是腦癱兒童。當其

他孩子環繞父母膝下歡度「六一」的時候，這些智力發育遲緩且大多不良於行的

孩子，卻在努力地學習生活自理能力。幸運的是，他們在這裡找到了新的

媽媽。27歲的張莎莎就是其中的一位。到福利院工作五年來，她和孩

子們相伴成長，在無數次的失敗中挑戰生命的極限，亦於點滴的

進步中見證奇跡的誕生，成為腦癱兒童的「小媽媽」。

■記者 殷江宏、

實習記者 張楠

山東報道

「張媽媽！張媽媽！」當記者隨張
莎莎一起走進孩子們的寢室時，孩子
們爭先恐後撲向莎莎的懷中，小臉上
顯出格外興奮的表情。見到陌生人，
他們並沒有害羞扭捏而是大大方方地
首先示好：「阿姨你好！」小「女
神」戀戀對着我們的鏡頭不時伸出
「快樂的小腳丫」，張莎莎解釋說是
在向我們打招呼。
在福利院二樓的牆壁上，畫着一顆
顆漂亮的海星，讓人會忍不住想起那
個廣泛流傳的故事：在廣闊的澳洲海
灘上，每當退潮時都會有許多海星擱

淺。一位老爺爺在散步時看到有個孩
子撿起海星往海裡扔，便不解的問
道：「這裡有那麼多海星，你扔一個
兩個有什麼用？誰在乎呢？」孩子沒
有直接回答，只是撿起一顆海星說：
「這隻海星會在乎。」
張莎莎說：「這是院長在提醒我們，

我們的付出孩子們會在乎。幹我們這一
行最需要的是恆心，因為愛心人人都
有，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堅持下來。」

創無數生命奇跡
張莎莎口中的院長，是淄博市福利

院兒童院院長朱喜榮。她很自豪地
說，作為民政部首批「全國腦癱兒童
術後康復訓練示範基地」，多年來特
教媽媽們創造了無數生命的奇跡，
「讓躺着的孩子坐起來，讓坐着的孩
子站起來，讓站着的孩子走起來，讓
走着的孩子跑起來，甚至有個幾年前
被醫生判了死刑的孩子，仍然活
着……」
2013年11月，25歲的張莎莎代表山

東參加民政部首屆孤殘兒童護理員專業
技能競賽，斬獲一等獎。民政部破格將
她的助理職稱直接晉陞為高級。張莎莎
也由此成為山東省最年輕的高級護理
員；去年，她所在的淄博市兒童福利
院，被評為內地優秀單位。

工作中的張莎莎盤着頭髮素面朝天，身着統一的工
裝，沉穩的她並不像80後女孩。生活中則不然，她喜歡
旅遊，喜歡逛淘寶，也有了同在民政系統的意中人。
去年春節，張莎莎帶着先心病患兒蕾蕾回到父母家過

年，跟着自己一起吃年夜飯，一起叫「爸爸媽媽」，後
來便發現自己「失寵」了。「媽媽經常問我，那個蕾蕾
啥時候再來咱家啊，我想她了。」張莎莎笑着說。
不過，身邊人的另眼相看也難免讓她有些羞澀。
「同學聚會聽說我在福利院工作，都說，你好偉大！
有時打車回到福利院，的士司機還會少收點錢。其
實，我做的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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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孩子擁有真正的家盼孩子擁有真正的家」」

愛心人皆有 恆心更可貴

媽媽

帶孩子回家過年
一起叫「爸媽」

■■工作之餘工作之餘，，張莎莎喜張莎莎喜
歡旅行歡旅行。。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張莎莎教孩子認張莎莎教孩子認
識水果識水果。。 張楠張楠 攝攝

■■張莎莎與孩子做張莎莎與孩子做
遊戲遊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福利院的福利院的「「媽媽團媽媽團」。」。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院長朱喜榮女士與孩子院長朱喜榮女士與孩子。。 殷江宏殷江宏 攝攝

■■孩子們展示才藝孩子們展示才藝。。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張莎莎張莎莎
張楠張楠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