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去年11月一個雪後晴朗的上午，記
者在「春芽」的自閉症兒童教育中

心見到時艷俠。她約一米五左右的個
頭，走路蹣跚，左手總是彎曲着，經常
縮進袖筒，或放在身後。時艷俠告訴記
者，她名字中的「俠」本為「霞」，因
性格「雷厲風行」，所以改成「俠」。
時艷俠於1980年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一
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家中四個孩子她排
行第三。1歲時，她患上急性腦膜炎，脖
子以下都癱瘓不能動。時艷俠介紹，當
時家裡「砸鍋賣鐵」去醫院看，但都不
行只能放棄，後回家自己慢慢進行康復
鍛煉，並取得很好的效果。現在，時艷
俠把自己鍛煉康復的經歷，作為對殘障
家庭的輔導案例。而「殘疾人更懂殘疾
人」，則是時艷俠最為常說的一句話。

高校拒錄不餒 參加歌賽自勵
時艷俠介紹，在自己的童年期間，對

自己的殘疾，並沒有刻骨銘心的煩惱。
反而是爸媽給她灌輸的思想成為自己自
信、樂觀的信條——「只要你足夠優
秀，社會總是會接納你的，你的殘障不會
給你帶來任何影響和阻礙。」時艷俠人生
的首個重要打擊是在自己的高考後。
1999年高考後，時艷俠報考了最喜歡
的內地一所名校的播音主持專業。當時
她的高考分數超過了錄取線，但學校因
為她是殘疾人並沒有錄取她。「這件事
給我的打擊特別大，但無論如何我不能

在農村待着，我一定要上大學。」後
來，時艷俠聯繫了安徽大學招生辦，經
過多次溝通和懇求後，學校同意時艷俠
在該校外語系借讀四年，畢業頒發自學
考試的本科文憑。雖然成功進入了大學
校門，但並沒有給時艷俠帶來多少安
慰。「同學用的飯卡是藍色的，我用的
是紅色的。我的圖書卡，電腦室的上機
卡，和別人的都不一樣。」時艷俠說，這
時突然覺得周圍的一切都和自己的殘疾有
關了，她變得敏感、自卑，不跟舍友說
話，「天天第一個去教室，最後一個走，
就希望全世界人都不要看到我」。這樣的
狀況持續了近兩年，時艷俠說，自己後
來也意識到需要改變。
一次，時艷俠看到了安徽省第一屆青

年歌手大賽的廣告條幅，偷偷給主辦方
打電話，問「我有一個朋友，她唱歌很

好聽，但是殘疾人，能不能報名？」首
次被拒絕之後，她又多次打電話，最後
爭取到主辦方的面試機會，並成功報名
參賽。在這次青歌賽中，時艷俠憑一首
《嫂子頌》，一路闖進了總決賽，並得
到了賽事頒發的「特別獎」。「從那以
後我才覺得，我的生活似乎又有了色
彩。」時艷俠說。

求職路屢碰壁 巧逢助殘機遇
然而，大學畢業後的時艷俠再次「碰

壁」。「我記得有一個學校招英語老
師，專科畢業即可。我作為本科生去應
聘，人家卻說我們不要你這樣的，我當
時心裡特別難受，特別想問對方『我這
樣的』是什麼樣的？」之後，時艷俠又
應聘過多個崗位，但都無果而終。正當
時艷俠經歷着崎嶇的求職之路時，一個
機緣來到她身邊，安徽省殘聯推薦她到
英國救助兒童會安徽辦公室當志願者。
「當時英國救助兒童會有一個項目在安
徽，項目負責人是個聾人，我負責給他

做翻譯和助手。」正是這次志願者經
歷，讓時艷俠第一次真正接觸到公益助
殘。
成立於2003年的「春芽」自閉症兒童

教育中心，現收有96個孩子。時艷俠介
紹，自閉症學生的流動性並不大，每學
期只有很少的空位可以招收新生，現在
仍有180多位在排隊。在採訪時，時艷俠
回憶起一位曾經在「春芽」接受過培訓
的智障孩子，他的母親後來患癌症，令
這位母親怎麼也沒想到的是，在自己病
情的晚期，患有智障的孩子竟可以照顧
她，這種欣慰難以言表。她補充說，
「當你看到孩子的一點點進步，一個家
庭因為你，從失望到重新燃起希望，你
會體會到這份工作的意義。」而從長遠
意義來講，在助殘人士的共同努力下，
也看到了整個社會對殘障者的態度正在
改變，此亦回答了自己「在這個世界活
過，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什麼」的自我拷
問。

聯國發言獲讚 堅定事業信念
2006年，在聯合國總部召開的《聯合

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七屆修正大會
上，作為中國的6名青少年發言代表之
一，時艷俠呼籲關注殘疾人及其家庭的
演講贏得與會人員的掌聲，部分提議在
修正後的公約中得到呼應。在聯合國的
平台為殘疾人發聲，這是時艷俠助殘事
業中最為自豪的一件事。2008年，時艷
俠又獲邀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聯合國
殘疾人權利公約》中國殘疾青年論壇。
回首自己十多年助殘的經歷，時艷俠
說，酸甜苦辣什麼滋味都有，但曾經的
那份堅定，卻有增無減。

■自閉症兒童教育中心教師給孩子上室
外課。 記者趙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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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問題一直是民間公益機構面臨的
最大挑戰和難題。「目前政策性補貼及
政府向『春芽』購買服務的費用大概佔
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剩下的費用都需要
自籌。」時艷俠介紹，在目前春芽的7
個服務點中，只有2個是政府和企業免
費提供的場地，其他5個服務點僅房租
支出一年就要近60萬元，除此之外還需
支付63名教職工的工資及相關培訓等費
用。「春芽」的自籌資金，除申請一些
慈善機構的項目資金，主要來源就是民

間捐助。時艷俠向記者講述了一個很有
趣的捐助故事。

大老闆成鐵桿支持者
2014年，有一位男士要求到「春芽」當

一個星期的志願者，還帶着幾個人跟着他
拍攝。「我見過很多作秀的，特別看不起
這種。」時艷俠說，她當時就對學校的老
師講，平時怎麼幹活現在還是怎麼幹活。
於是，學校老師就帶着這位男士做家訪，
去街上義賣籌款等。一個多星期的經歷，

讓這位男士切身感受到公益助殘機構工作
的不易。「臨走的時候，他一個大男人對
着鏡頭一邊流眼淚一邊說：『其實我的心
也是很柔軟的』」，時艷俠笑着介紹，因
看到了「春芽」是在為殘疾人提供實實在
在的服務和幫助，這位男士最後告訴了時
艷俠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原來他是深
圳一家投資公司的總裁，之後更向「春
芽」捐助了20萬元善款。現在，這位男士
已成為「春芽」的鐵桿支持者，每年都會
主動捐款。

時艷俠的丈夫王奪，是一位重度殘疾人士。時
艷俠介紹，王奪學法律出生，在2005年加入
「春芽」。她與王奪在一起工作時「掐」的很厲
害，因為「奪哥」是個工作非常有計劃性、邏輯
性的人，而自己屬於「發散性」的。而且她曾經
覺得王奪「不厚道」，在時艷俠照顧生病的母親
期間，考勤時總是記錄她遲到。時艷俠說：「當
時我跟他的唯一共同點，就是都表示堅決不找一
位殘疾人伴侶。」

生活互助 日久生情
2009年4月份，時艷俠從英國隆納濟世助殘機
構做了半年志願者後，回來繼續「春芽」的工
作。當時「春芽」陷入困難期，人心渙散，連工
資都發不出來。時艷俠介紹，「奪哥」不拿工
資，但還特別努力地工作，這讓她對「奪哥」有
所改觀。但真正相互產生好感和正式交往，是在
當年的9月份後，「奪哥」因為沒有收入，借住
到時艷俠租住的房子裡，兩位殘疾人在生活上開
始相互幫助，並找到音樂、電影等共同話題和愛
好。2009年底，「奪哥」視網膜脫落，時艷俠
全程照護不說，還四處借錢為他治療。

無懼困難 家人理解
但在家人得知兩人戀愛後，均反對他們的結

合，因為「兩個殘疾人組成家庭後，無法彼此照
顧」。時艷俠的大姐甚至表示，如果他們兩人在
一起，就與時艷俠斷絕姐妹關係。時艷俠自己亦
說，「對跟『奪哥』在一起的未來生活，其實我
也沒有足夠的信心」，兩人又相處了約一年後，
才正式決定結婚，同時亦得到了家人的理解。現
在，這對夫妻已經有了一個健康的寶寶。時艷俠
說，一起生活後兩人開始去面對生活中的一些困
難，「真的是很困難」，但又覺得其實沒有大家
想像的那麼嚴重。她說：「有的時候恐懼本身，
才是最大的困難。」

熟悉時艷俠的朋友都會被她樂觀向
上的性格所感染，更感歎她身體裡為
何能迸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時艷俠
回憶，小的時候，家裡有一片很大的
蘋果園，母親指着樹上的蘋果對她
說：果園結了那麼多的蘋果，然而沒
有兩個蘋果是一樣的，就跟人一樣，
沒有哪兩個人是一樣的。你跑和跳不
行，但是你腦子行，你能說會道，這
就是你身上的閃光點。
母親質樸的話和無私的愛讓時艷俠可

以正視自己的殘疾，並能以樂觀的態度
走出自己人生的很多低潮。時艷俠說，
母親在自己的心目中具有任何人無法替
代的地位，因為母親在自己很小的時
候，就在自己心裡播了一粒關於在這個
世界怎麼樣看待自己和殘障的種子。
2007年端午節前後，時艷俠的母親被
查出患有癌症，醫生告知只有3個月的
生命。時艷俠說，在母親查出癌症到去
世之間的半年，自己感覺特別無助，看
着母親身體每況愈下，她就每天放「自
己唱的」歌給媽媽聽，其實那些歌根本
就不是自己唱的，但媽媽都說女兒唱的
好，聽女兒唱的歌能緩解自己的疼痛。

80後女青時艷俠

從2003年開始全職投身助殘

事業，由時艷俠作為發起人之一

並擔任會長的合肥市春芽殘疾人

互助協會，是安徽省第一家關注

自閉症人群的專業民間公益機

構，目前已發展到擁有自閉症兒

童教育中心、智障青年日間照料

中心、家長支援中心等7個分支

單元的規模，員工超 60人，幫

扶並訓練自閉症患者達 200 多

名，並已成功幫助數十名自閉症

患者和殘障者重回社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趙臣 合肥報道

民間機構籌款難 總裁臥底知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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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艷俠和愛人王奪組成了幸福的家庭。
受訪者供圖

身殘志堅做公益身殘志堅做公益
扶弱助困獻愛心扶弱助困獻愛心

■春芽殘疾人互助協會，已成功幫助數十名自閉症患者和殘障者重回社會。記者趙臣 攝

■■時艷俠在英國做時艷俠在英國做
助殘志願者時的留助殘志願者時的留
影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時艷俠同教育中心孩子交流時艷俠同教育中心孩子交流。。 記者趙臣記者趙臣 攝攝

■■時艷俠用微笑訴說身殘志堅的人生經歷時艷俠用微笑訴說身殘志堅的人生經歷。。 記者趙臣記者趙臣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