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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卖”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摄影报道

●沧州有一群孤独的孩子，无法外出工作，长年需要家长照顾。在老师的指导下，
他们免费学习画画，用画笔展示内心的世界。

●爱心店铺、爱心人士纷纷行动起来，想出很多办法，帮助这些特殊的孩子找到一
条“就业之路”——

在运河区颐和文园小区中
街，有一家大海削面馆。面馆的
墙上挂满了一幅幅“儿童画”。这
些画既有人物也有风景，构图夸
张、着色大胆……

来吃面的顾客看到画的下
面贴有价签，不禁好奇地向老板
打听：“这是谁画的画？”

“这些画都是咱沧州孤独症
孩子画的。”面馆老板说，这些画
挂在店中售卖，是想帮助他们找
到一条路。

孤独的画者

为 了 帮 助 这 些 患 孤 独 症
的孩子，他们想了“无数”办
法。

这些人包括免费教孩子画
画的陈奕璇老师，还有王平、孤
独症孩子的家长等一群人。他
们在沧州市关工委的帮助下，
成立了星月社青少年教育工作
室。王平成为了工作室的负责
人。

把画放在爱心面馆里义卖
只是其中的一个办法。为了能让
孩子们有点儿收入，他们操碎了
心。

他们深知，一个家庭一旦有
了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以说

“遁入黑暗”。
孤独症的孩子大多表现为

对人视而不见，对人们的呼唤也
充耳不闻，不愿意与他人交流。
很多家长从小就带着孤独症孩
子跑过大大小小的医院，看过很
多医生。

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家
长们觉得彻底治好孤独症不现
实，“无力感”也越来越强。

在接受现实之后，面对孤独
症孩子的成长，很多家长开始寻
找让孩子融入社会、过上“普通
生活”的路径。

工作室的王平和家长们参
考了其他城市孤独症孩子家
长的做法。通过了解，他们发
现有的家长开了甜品店，有的
家长开了面馆等。他们做这些
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
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有了收
入。

王平觉得这些方法对于沧
州的孤独症家庭并不适用。沧州
的一些大龄孤独症的孩子普遍
情绪不稳定，缺乏沟通能力和理
解力。“开店这个事儿不现实。”
王平说。

2020 年，他们组织了孤独
症 孩 子 的 线 上 绘 画 班 。老 师
义务教，孩子免费学。这个绘
画班已经坚持了两年多的时
间。

“教孤独症孩子学画画并不
简单。我需要先把家长们教会
了，让家长们在家中带着孩子慢
慢练习。”在老师和家长们的坚
持下，一些孩子走上了绘画之
路。

“他们不是天才。”王平说，
他们认识的 100 多个孤独症孩
子中，最终能学会画画的仅有
10人左右。

百感交集的眼泪

孤独症家庭各有各的难处。
通过跟家长们的相处，王平了解
到有的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疗，卖
掉了房子；有的家庭只靠着爸爸
外出打工，妈妈全职在家照顾孩
子，生活困顿；有的家庭因为孩
子患有孤独症，家庭矛盾重重，
几近破碎……

“孤独症孩子画的每一幅画
都是独一无二的。”美术老师说，
他们拿起画笔来十分投入，下笔
也更加果断，敢于画出自己的所
思所想。

202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王平得知浙江的一家机构要举
办一场孤独症儿童的画展。

为了能让孩子们的画走出
去，王平和家长们积极争取。经
过自荐、推荐，对方选择了沧州
3名孤独症孩子的画参展，22岁
的林青就是其中一个。在参展
过程中，林青的 6 幅画卖了出
去。

王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
青的妈妈张淑霞后，张淑霞哭
了。她从不敢想林青能够赚到
钱。“我已经做好了照顾他一辈
子的准备，天天为他想今后的
各种打算，根本不敢想他能赚
钱。”

他们的努力结出了硕果。一
年多的时间里，除了林青外，孤
独症孩子小宇、小超、小林等几
名孩子的画陆续卖了出去。

“我们孩子的画竟然能赚
钱。”放在以前，这个事是家长们
想都不敢想的。

孩子们越画越多，越画越
好。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沧州孤独
症孩子的画，他们还在群众艺术
馆公益展厅举办过孤独症儿童
画展；在理享山办艺术展；在绿
博园建立属于孤独症孩子的基
地……

特别是在理享山的画展上，
孩子们的画竟然卖出了近百幅。
当商家把卖画的钱给到家长手
里的时候，家长们哭了。

“哭是一种发泄。”小宇的妈
妈说，这些年实在是太苦了。

给爸妈买糕点

小孔今年 32 岁了，是一名
大龄孤独症患者。

小孔一家住在山东省曲阜

市。在网络上，小孔的爸爸妈妈
通过孤独症儿童的家长组织，结
识了不少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得
知沧州有一群孤独症孩子学画
画，他们一家也加入到学习绘画
的队伍中来。

小孔学习画画很认真，而且
能坚持画下去。

办画展的时候，小孔的爸爸

妈妈开车从山东曲阜来到沧州。
“我渴望带着小孔走出家门，见
一见这些素未谋面的家长。”小
孔的妈妈说。

这两年，小孔的画卖出了
600元钱。小孔的爸爸妈妈说啥
也不要这 600元钱，他们想把这
些钱捐出去。

“我让他们必须拿着这些
钱。这是孩子挣的第一笔钱啊。”
王平告诉小孔的妈妈。

家长们纷纷提议，孩子们靠
自己赚到“第一桶金”之后，让他
们拿着自己赚的钱，给父母买一
些糕点。

“看着我儿子小心翼翼地
端着糕点给我送来，我激动得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超的妈
妈说。

吃着孩子们买的糕点，家长
们感慨万千。“从来没想到我的
孩子能赚到钱。这是我们吃到的
最好吃的糕点。”

让王平激动的是，有一位朋
友在朋友圈中看到孩子们的画，
主动打电话想要购买。

这位买家告诉王平，他买
孩子的画不是因为“同情”，而
是因为喜欢。“看到孩子们的画
之后，我是真心喜欢。”

“打感情牌卖画，只可能一
时火爆，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
王平说，她还是希望孩子们继续
努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用作
品去打动人。

高兴得包顿饺子

为了让孩子们的画能够持
续卖出去。他们成立了“义卖
群”。每周三，他们会把孩子们的
作品放在群中，感兴趣的人们可
以购买。

卖画的钱将全给到家长的
手中，帮助这些孤独症的家庭，
改善他们的家庭生活。

“希望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
来关注孤独症家庭。”王平说，建
立这个群的目的就是给孩子们
找一条长远的路。

7月 27日是每周一次的义
卖活动日。当天，群中共推出了
小宇的3幅画和3幅剪纸作品。

义卖刚一开始，来自四川、
北京和沧州的三位爱心人士买
走了 3幅剪纸和两幅画。这些作
品共卖出了850元。

小宇家的日子很难。妈妈不
能外出工作，在家照顾着大龄孤
独症的小宇。爸爸靠收破烂维持
一家人的生活。

卖出作品之后，会有爱心家
长负责按照付款人提供的地址
把作品寄出去，之后在手机上把
钱给小宇的妈妈转过去。

“我家今天可以包顿饺子
了。”小宇的妈妈高兴地说，这可
是孩子赚的钱。

这 些 钱 给 了 这 些 孤 独 症
孩子家庭希望，给了家长们信心。

“我们的微信号是13930770766。
“欢迎大家进群，买不买都可以，
大家进到群中就是对孩子们最
大的支持。”王平说。

““义卖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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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十四中初一学伴
吾家有女今年九月份十四中上初一，因无暇陪伴，特寻有缘同年级女孩同住同学。本人

有学校附近房子、有保姆照顾孩子起居。有意者联系。电话：13513173238，138327966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