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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在位于沙坪坝区的乐一融合特殊需要儿童康复托
养中心，一个清秀帅气的男孩小跑过来，给贺小燕递来
一瓶水，还细心地帮她扭开瓶盖。吴杰比他口中的“贺
妈”还高出半个头，但在贺小燕面前，却像个小朋友，一
颦一笑都无比温柔。

一时间，贺小燕突然有点恍惚，以前那个瘦瘦小小
的男孩，竟这么快就长大成年了。在学校的11年，这
个男孩的成长，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回放：她第一
次见到吴杰时，他才7岁，一句话都不会说，表情木讷，
反应迟钝，玩着手指，有时还会往地板上使劲撞头。

吴杰出生于涪陵区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在外打
工，直到儿子5岁还不会讲话才带去医院检查，发现孩
子患有孤独症（也称“自闭症”）。

吴杰爸爸是一名空调安装工，每安装一台空调，换
来几十元收入和一身汗水，他加班加点地安空调，只为
攒钱给儿子筹措医疗费。然而医生告诉他，这种病无
法治愈，会伴随终身。

儿子的心智障碍，成为了他心上的一块伤疤。“我
这儿子，还有希望吗？我能听到他叫一声‘爸爸’吗
……”他的心愿很简单，希望儿子能开口说话。

让他没想到的是，送到特殊学校一个多月后，儿子
第一次开口喊了他。“爸、爸……我……”尽管儿子的话
语混沌不清、断断续续的语句，但字字直击内心。

贺小燕告诉他，孤独症虽然可怕，但并不代表无可
救药，只要找到适合的方法正确引导，给孩子时间和耐
心，是完全有机会融入正常社会的。

将弱点转换为“闪光点”

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老师们一点点教吴杰发音，
教他穿衣、上厕所、吃饭——这些普通孩子一学就会的
简单动作和行为，孤独症孩子可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
才能勉强掌握。

通过长时间学习后，老师们发现，吴杰的观察能力
和动手能力特别好。“孤独症孩子刻板的特点在吴杰身
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做事积极认真，训练刻苦从不打
折，甚至有些执拗。他是那种要做事，就要做到最好的
孩子！”

比方说，正因为吴杰的刻板，老师规
定他每天跳1000个绳，他百分之百会

按 时 完

成，一个也不少。
和学校里很多孩子一样，

吴杰也开始学练轮滑。贺小
燕认为，他们一旦有了自己
的兴趣爱好，会变得开朗和
容易交流，可以在运动中获
取成就感，出门也会找到朋
友。

会打篮球，就能跟小伙伴
一起玩，学会遵守规则；会打乒
乓球，拿起拍子，彼此互相切
磋；学会轮滑，大家一起朝向
终点滑去，知道什么是目
标。

在这些简单又充满活
力的运动中，孤独症孩子身
上被“屏蔽”掉的天性和能
力逐渐被唤醒。

会蒙眼切菜的
特奥会冠军

吴杰刚接触轮滑，就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原本情绪问题
严重的他，只要一穿上轮滑鞋，
就不哭也不闹，即便很快就摔倒
在地，也会笑嘻嘻地爬起来再继
续滑。

教练将一个个动作分解，再
手把手示范讲解，吴杰在百次、千
次、万次的模仿和练习中逐渐成长。

训练任务跑20圈，他一圈都不会少，哪
怕摔了跟头；跳绳2000个锻炼体力，即使手臂被
绳子拍出红印子，他也不会停下来。

吴杰在轮滑运动中表现出过人的能力，滑得又
稳又快，成绩一直很稳定，成为“种子选手”。

2015年，9岁的吴杰在全国第六届特奥会中，获得
了人生中第一枚金牌——1000米轮滑项目冠军！

虽然是一名孤独症患者，但吴杰一直对生活充满
热爱和期待。前几年，他又对厨艺产生了兴趣。贺小
燕发现，学校食堂师傅做菜时，他喜欢站在边上长时间
观察，甚至空手比画着切菜的动作。

“你想学做菜吗？”贺小燕问。吴杰使劲点点头。
于是，贺小燕把他带到了厨房。“你要备战特奥会轮滑
项目，如果想学厨艺，就得比其他小伙伴更用功！”吴杰
二话不说，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来到厨房备菜、切菜，
练习一个小时刀功后再去训练轮滑，坚持了整整一年。

从最初把土豆切成不规则的块状和宽窄不一的条
状，再到切得均匀、美观，吴杰做到了。

学校食堂没有那么多菜让他切，贺小燕又把吴杰

18岁你好
我有一份工作啦

孤独症男孩吴杰，不仅学会
了说话、获得了特奥会冠
军，还可以去上班了

“我马上18岁了，我要上班啦！”
从这个月开始，吴杰逢人便讲这句
话，已不知反复说过多少遍。但每次

听到，乐一融合特殊学校校长贺小燕都会笑盈
盈地点点头，竖起大拇指给予回应。

因为她深知，一份普通的工作，对于一名孤
独症患者来说，有多么珍贵。

今年 5月 18日是吴杰的 18岁生日。当
晚，贺小燕给吴杰买了生日蛋糕，看着他欣喜地
吹灭蜡烛，她也默默许了个愿望：“希望所有像
吴杰这样的孩子，都能够拥有正常人的生活。
希望从明天开始，已经是个大人的吴杰开启全
新的人生。”

带去附近的工地，说服对方让孩子给伙食团切菜，争取
到练习的机会。每天一口气切几十斤到几百斤蔬菜，
吴杰渐渐轻车熟路，甚至蒙上眼也毫无难度。

接下来，他又学会了做包子、蒸馒头，炒简单的菜。
“吴杰很珍惜每一次做事的机会，只要一进入工作

状态，就会很开心。”贺小燕说。随着能力的提升，吴杰
也越来越自信，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2023年6月，第16届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
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吴杰和重庆另外3名残疾人运动
员代表中国出征，拿到了100米、500米、1000米轮滑
项目的金牌。同年，他还入选了“重庆市首届残疾人十
大榜样人物”提名入选名单。

知名企业抛来橄榄枝

吴杰爸爸激动坏了，他以为最多只能叫声“爸爸”
的儿子，竟然能做这么多事，成为了自己的骄傲！

贺小燕的心却依然没有放下。虽然吴杰会做菜，
会帮着老师打扫清洁，拿到了轮滑金牌，最近还当起了
体育老师的乒乓球助教，但他一开口说话就展现出跟
正常孩子不同：用词匮乏、声调有些古怪、表达能力非
常有限。

“他的心智和语言能力只相当于3岁左右小朋
友。”贺小燕叹了口气，“做事时被外界打断，他会有情
绪，拒绝做其他事情。”

贺小燕认为，对孤独症和智力障碍孩子来说，能够
让年纪小的回归普通生活，让年纪大的生活自理、走出
家门、走进社区、融入社会，才是康复训练的终极目标。

让她欣喜的是，有企业愿意为吴杰提供工作机
会。向吴杰抛来橄榄枝的，是一家全球连锁快餐店新
开的“天使餐厅”。餐厅为了让“天使员工”（残障员工）
便于沟通，还专门做了定制，比如炸锅除了传统的鸣叫
提示，还增加了灯光提示，方便听障“天使员工”完成标
准操作。

去年9月，这家“天使餐厅”邀请吴杰去表演轮
滑。他的出色表现让在座的人都惊叹不已。贺小燕趁
机提出建议：“要不让他来餐厅上班吧？”

面试时，吴杰戴上厨师帽和围裙，被邀请进入后厨
参观，了解制餐流程。餐厅经理教他学习汉堡制作、顾
客服务等工作。

经理原以为要教很多次才能学会，没想到吴杰刚
学了两遍就掌握了。经过多方考核，餐厅决定，予以录
取，“等他一满18岁就可以来上班。”

得到这个消息，贺小燕比吴杰还要高兴，给了他一
个大大的拥抱。那个曾经连话都不会说，“来自星星”
的小男孩即将长大成人，还即将有一份工作！

此时的贺小燕是一名老师，也是一位妈妈。
谈到未来，吴杰满脸笑意。他早已盘算好，拿到的

第一份工资，给爸爸和奶奶买巧克力吃——那是他自
己最喜欢的美食。

多一份爱，让他们“慢慢来”

本月，吴杰做了体检，办好了健康证、用于发工资
的银行卡以及电话卡。

然而，他要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第一次走出特
殊学校，需要一段时间适应陌生的工作环境和新的伙
伴。

贺小燕反复叮嘱他：“你嗓门高，跟同事、顾客说话
要注意压着声音，不要把别人吓着。遇到问题不要着
急，慢慢去沟通……”

2015年，乐一融合开始探索心智障碍人士支持性
就业。刚开始，许多单位听到孤独症、心智障碍，一律
都是摇头。贺小燕一次次地去说服他们：“其实，只需
要规则和意识的培养，他们完全能够胜任某些简单、重
复的工作。”

慢慢有企业愿意接纳了。目前，学校与养老院合
作，有20多人稳定就业5年以上。接下来，在涪陵区
残联支持下，乐一融合又探索“三残”结合模式下的残
疾人就业帮扶，为心智残障人士就业提供了新的方向，
目前稳定就业1～2年的有25人。

孤独症患者要找到一份工作，有多难？贺小燕说，
吴杰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能力，是因为通过长期引导
和训练，将他刻板的特点与生活对接，转化成为生活服
务的能力。然而，虽然很多孤独症孩子都有自己的特
长，但他们却暂时无法与生活对接或服务。

她举例说，有孩子只要见过公交站牌一眼，就能一
站不漏地复述出来，却无法跟人交流，甚至不能理解到
站下车。目前学校有上百名学生找到了工作，能养活
自己，不再是家庭的“负担”，但也有很多被“退回”的，
不适应新环境，在工作点找不到跟自己“同频”的朋友，
不被他人理解……这些都是要面临的现实问题。

“别急，慢慢来……”当他发球给其他人时，吴杰会
这样安慰没有接到球的小伙伴。这句话，他曾经听到
贺妈和其他老师说过无数次，如今又学会了以同样的
方式安慰别人。

贺小燕知道，吴杰是真的长大了，他会带着自己残
缺的翅膀，努力去拥抱这个世界。而她也会一直站在

“吴杰们”的身后，用尽力量为他们支撑。她还希望，这
个世界给残障的人们多一点时间，多一点耐心和理解，
多一份爱，让他们都可以“慢慢来”……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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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杰和贺小燕

吴杰打乒乓球

吴杰(右二)代表中国出征，拿到了三块轮滑项目的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