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患儿栽培希望的地方
9月12日下午， 一辆客车停在北京

怀柔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的门口， 里
面的 “蓝玫瑰” 志愿者们争先恐后地
将患病孩子们需要的物资拎进大厅 ，
身为中心主任的周福春眼里尽是兴奋
与感激。 “谢谢你们， 大老远来这里
看孩子们。”

包括一线技术人员与后勤保障人
员在内的17名职工在中心已经工作了
10余年， “我们这里接收的， 大都是
有运动功能障碍的脑瘫和智障儿童。”
周福春表示， 脑瘫和智障儿童有48%的
可能合并成癫痫， 并有可能伴有听力、
言语、 视力等各方面的障碍。 “很多
脑瘫和智障儿童两岁还不会爬行和翻
身， 更小的像三个多月的婴儿， 肌张
力高， 肌肉硬的像棍子一样， 年龄大
的二十多岁还不能自己走路。” 周福春
说， 他们工作的意义就在于， 让这些
孩子从一点不能走到能走一点， 再到
独立行走， 终极目标便是接近正常人，
回归社会与家庭。

周福春向记者介绍， 他和妻子原
来自己开店为一些偏瘫病人做推拿 ，
后来经怀柔残联的介绍开办了这家康
复服务中心， 开始孩子并不多， 但后
来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患病孩子慕名
前来， 最远的离家100多公里， 就在附
近租房子住下了。 到现在， 中心已经
接收了60多名脑瘫和智障儿童。 周福
春坦言， 这么多孩子， 他们照顾起来
非常累。 “我们正常上班时间是早晨
八点到下午五点半， 但很多家长预约
的时间更早， 所以有的职工早晨六点
半就赶到单位了， 大家也从来没有正
点下过班。”

“这些孩子治疗的费用是全免的。”
除了这项工作， 周福春和他的职工会

接手一些正常的推拿工作， 赚来的钱
拿来贴补这项工作的开支以及给职工
们发工资 。 “2016年， 我们为这些孩
子减免了110万元的费用。” 周福春说，
“当你融入群体的时候， 你会不由自主
的去投身这项事业， 孩子是掏不出来
钱的， 一个孩子身边必须要跟一名家
长， 所以只有一个家长能够养家糊口，
如果家里有老人就更困难了。” 周福春
表示， 这两年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积蓄，
2015年， 他自己拿出了20万元作为经
费， 如今这里有这么多孩子， 各项费
用愈发吃紧 ， 难免有撑不住的时候 ，
这些年也多亏了社会上爱心人士的大
力援助。 而在2015年成立的 ， 燃气集
团二分公司的 “蓝玫瑰” 志愿服务队，
便是当中的一员。

盛开在患儿心中的“蓝玫瑰”
“宝贝你看这是什么牌子的车啊？”

二分公司工会的伊琳玫正在和脑瘫儿
童腾腾认汽车， 腾腾现在已经5岁了，
他咬字非常不清晰， 但十分努力地说
出每一款汽车的名字， 还非常兴奋地
用不连贯的话向阿姨表示： “这款车
我家的平板电脑里有。” 在一旁关注的
母亲常云、 为腾腾进行按摩理疗的理
疗师丛树珍都高兴地拍手称赞， 而另
外一位二分公司女职工甚至难以控制
地流下了心酸的泪水。

“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
了， 队里面有十四五名女志愿者。” 伊
琳玫向记者介绍，她们每次都会根据中
心的需求，带过来相对应的物资，比如
拓展孩子们智力的水彩笔、贴画、各类
图书，以及中心易消耗的卫生纸、尿不
湿、压舌板、一次性手套和各种各样的
小食品、 饮品。

腾腾早在两岁时就被送到这里进
行治疗， 母亲常云每天都会坐着公交

车， 带着孩子来到中心， 陪伴腾腾一
起度过这段时光。 在现场， 她会问腾
腾： “儿子， 还认得阿姨吗？” 儿子说
不出职工的名字， 但能支支吾吾地说
出 “蓝玫瑰” 三个字。 “她们每次都
穿着蓝色的工作衫过来 ， ‘蓝玫瑰 ’
这个名字叫的久了 ， 孩子也就记住
了。” 常云对这些 “蓝玫瑰” 的到来感
到十分欣慰。 “她们工作挺忙的， 但
还是能抽出时间来帮助素不相识的我
们， 孩子在这里呆得久了， 见到她们
总会十分高兴。”

为腾腾进行理疗的丛树珍也是周
福春的妻子， 她为了让孩子的运动机
能得到改善， 需要用很强的力道进行
经络疏通， 手指按在孩子的腹部等部
位， 深深陷进去， 孩子虽然已经习惯，
却难免流露出一丝不适 。 伊琳玫说 ：
“他刚来的时候， 不用说走路， 连爬行
起来都十分困难 ， 浑身肌肉都没力 ，
脚不能着地， 所以只能趴在地上， 用
膝盖支着地面 ， 用尽全身力量往前
挪。” 丛树珍永远都不会忘记刚刚开始
理疗的那个礼拜， “孩子疼的又哭又
闹， 我们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她向
记者展 示 了 腾 腾 需 要 穿 的 矫 正 鞋 ，
“如果不穿这种鞋， 他的腿脚会变形。
开始他能够独立走十步， 现在状态好
的时候已经能走二十步了。” 在每一个
治疗过程， “蓝玫瑰” 志愿服务队都
会选择和孩子们一同经历， 陪伴他们
渡过每一个难关。 “我们不是专业理
疗师， 但我们能做的， 只有这么多。”

“将公益事业继续做下去”
在另外一个角落， 运行维护二所

的业务员陈芳华和客户服务二所的杜
柳娜正在和患有脑瘫的淼淼进行交流。
当二人逗淼淼时 ， 淼淼会露出笑容 ，
拿着动画书给淼淼看， 淼淼会一直盯

着感兴趣的地方。 据淼淼的母亲介绍，
淼淼已经1岁半了， 可只会叫 “妈妈”，
因肌无力导致四肢僵硬 ， 非常瘦弱 。
杜柳娜表示， 自己是第一次来到中心
进行志愿服务， 通过和孩子互动 ， 感
觉到孩子十分可爱， 但因为平时很少
见到脑瘫儿童， 所以也感觉他们很可
怜。 而对于陈芳华来说， 这种场景是
震撼的。 “这孩子和我的孩子年龄相
仿， 对比起来我感觉太心酸了。 理疗
师给孩子按摩的时候孩子一直在哭 ，
十分难受，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不由
自主地去帮他们。”

周福春说， 在他们努力的治疗下，
还有像 “蓝玫瑰” 志愿服务队这样的
团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帮助下，
很多孩子的病情在好转， 从不能握笔
到可以画画， 从无法直立到简单行走，
这些都激励着他们将这项公益事业继
续做下去， 给患儿希望。

■记者手记：
在现场看到 “蓝玫瑰 ” 们与孩子

们互动 ， 记者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
命运让这些孩子的境况变得十分艰难，
而原本素不相识的燃气二分公司女工
们却用最质朴的陪伴来帮助他们同命
运抗争。

在互动过程中， 孩子们的笑声此起
彼伏， 理疗的阵痛早已抛在脑后， 他
们叫不出每一位阿姨的名字， 但总能
说出 “蓝玫瑰” 这个统一的称谓。 这
让记者想起歌手朴树的 《那些花儿》中
的歌词：“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
花儿，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
着。 ”这些“蓝玫瑰”在患儿们的生命中，
注定成为一道难以磨灭的风景。 而为
患儿们 “盛开” 的故事， 也注定会是
“蓝玫瑰” 们最美的记忆。

这里的阳光十分明媚，
却少了那些欢快的脚步 ；
这里的音乐时常响起 ， 却
少了孩子们连贯的歌声 ；
这里的房间时常热闹 ， 却
多了几分家长的叹息 ； 这
里的孩子跳不出协调的舞、
唱不出连贯的歌 ， 这里的
家长虽然时刻陪在孩子身
边 ， 却总也露不出轻松的
笑容 。 这里便是北京怀柔
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 而
这些孩子都是年龄不等的
脑瘫和智障儿童。

每隔那么一段时间 ，
总有一群女子 ， 穿着蓝色
的工作衫 ， 拎着各式各样
的玩具、 图书、 生活用品，
出现在孩子们面前 。 患儿
说话吃力、 歌声断断续续，
她们总会在一旁哼出优美
的乐曲 ； 患儿握不住笔 、
难以直立 ， 她们握着孩子
的手画下 “蓝图”， 轻轻扶
孩子站起； 家长急在心里、
眼含泪珠 ， 她们总会送出
鼓励的笑容 ， 让家长重拾
自信 。 她们便是燃气集团
二分公司的 “蓝玫瑰 ” 志
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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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为脑瘫患儿盛开的“那些花儿”
———记燃气集团二分公司“蓝玫瑰”志愿服务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