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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校园通讯站

闵行星辰幼儿园与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共建“爱星之门”

关爱，从打通一道围墙开始
在闵行区静安新

城十区，相邻8年的一
所公办幼儿园和一所
民办自闭症儿童康复
中心近日将围墙打通。
元旦新年刚过，一道
“爱星之门”建成。跨过
这道门，原本生活两个
“世界”的孩子们，可以
一起在操场上游戏、运
动，同享一片蓝天。

! ! ! !市政协委员姚俭建在两会上建

言! 应从制度层面建立初中毕业 !"

岁以上直至老年的自闭症患者生存

和养老终身服务体系"

建议得到了自闭症患者家庭的强

烈共鸣" 上海市精协孤独症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自闭症患儿家长张彩虹向

记者表示! 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自闭症

群体的认知关爱#救助帮扶越来越$放

在了心上%" 从今年起!市残联对于 !"

岁以下自闭症患者的康复费用从原来

的每年 #$$$元提高到了 !%&万元"

目前!成年自闭症患者的困难比

较突出&他们在家无所事事!一不注

意就会$闯祸%" 有的家长重病!无法

照顾'有的家长年龄增大!无法安享

晚年" 由于自闭症患者有着惧怕陌

生#惧怕新环境等特点!一旦脱离亲

人照顾!将面临着生存困境"

有识之士指出!一方面社会可以

为 '"岁以上的自闭症患者提供后续

教育!另一方面!可以参照国外经验!

尽早为自闭症患者创办专业的学校#

寄养院#福利工厂等机构!给自闭症

患者提供一个从小就相对固定的终

身生活环境"

重视自闭症终身关爱

! ! ! !本报讯 由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教育电
视台和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共同主办的
“2012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评选昨晚揭晓。

其中，有本报曾报道的(((

! 单骑万里新疆赴上海#体验人生重要旅程

的上海理工大学学生李凯超'首创$男子高中基地

实验班%#勇于探索男生教育的上海市第八中学校

长卢起升'学生组队共献血小板#演绎爱心接力的

东华大学$超%坚强爱心接力队'我国首位穿越北

冰洋的女航海驾驶员#上海海事大学教师白响恩"

其余 !名“"#$"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为：
! $为了一切学习者!一切为了学习者%的带

头人# 上海开放大学松江分校校长宋庆平'&$年

执著追逐丹青梦的肌肉萎缩症患者# 上海开放大

学黄浦分校学生惠伟明''$ 年寒暑假赴新疆家

访#足迹遍布新疆 ($多个县市的上海市七宝中学

新疆班班主任姚成平''$年坚守# 成为民办高校

学子$非凡导师%的上海建桥学院辅导员刘伟山'

把$德国标准%引入上海职业教育的职教专家#上

海电子工业学校汉斯)赛德尔基金会项目负责人

汉斯)凯夫勒'从工程师#厂长变身为$双师型%职

教教师的上海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詹宏"

此外，复旦大学宿舍管理员周亚平、上海师范
大学教授方广锠、上海市奉贤区钱桥学校教师包
蓓姹等获得“"%&"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提名
奖”。本报科教卫新闻部和东华大学党委宣传部等
获优秀组织奖。本报记者陆梓华、易蓉等获记者报
道奖。 （柯蕉伟）

! ! ! !“堪称儒林大侠引领风骚二十载，
无愧思想健者卓然厘通东西方。”今天
上午，享誉中外的法学家、政治学家、
翻译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
院院长、特聘教授邓正来的遗体告别
仪式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多位昔
日同事、弟子，前来送先生最后一程。

龙华殡仪馆的银河厅里挽联如
织，哀思绵绵。现场反复播放的，是一
首邓先生最喜欢的英文歌《()*+,-.
（想象）》。“有学问，有担当”“殿堂传道
经年，树一代学术典范”“人生挥洒抽
烟喝酒聚友论道，学界征战闯北走南
著书育人”……林毅夫、俞可平、张维
迎等一批国内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以
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山东大学等众多高校的知
名学者，在一副副挽联中表达了对邓
正来学术造诣的敬仰、人格魅力的赞
叹、个性才华的钦佩。悼念厅内外许多
挽联的书写，都出自复旦附中语文特
级教师黄玉峰之手。受好友之邀，邓先
生生前时常给中学生们讲课，谈他的
为学与为人。

邓正来的弟子孙国东说，先生是
一代学术豪杰，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学
成才的，虽然接受过研究生教育，但没
有获得研究生学位，没有接受过博士
学位。他本科是学外语的，硕士学的是
国际私法，没读博士，他的学术影响力
横跨好几个学科。谁能想到，当年在北
京住地下室的邓正来，多年后已经可
以在复旦光华楼里有一个楼面的场

地，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学术机构。
'年里办了近 /%%场高水平的学

术活动，这是邓正来领衔的高研院在
复旦创造的一个奇迹。弟子杨晓畅说，
邓先生特别提倡学术包容。凡是由他
主持的学术活动，不同学派的人甚至
观点针锋相对的人，都可以坐在一起
探讨。再过几天就是邓先生的 01岁生
日，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仍在考虑
邀请包括吴敬琏在内的一批中国最顶
尖的经济学家，到复旦来做一个连续
讲座。遗憾的是，他已不能亲自发出这
些已经拟好的邀请嘉宾邮件了。

本报记者 王蔚

一代学术典范在“想象”中远行
同事弟子上午在龙华殡仪馆送别邓正来

2012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揭晓

! ! ! !近日，市慈善基金会邀请来自市儿童福利院的 /%名儿童来
到长风海洋世界观看蛇形鱼展，并请孩子吃“海底年夜饭”———
在全上海独一无二的“海底餐厅”，在海龟、鲨鱼等的穿梭围绕
下，提前欢度蛇年新春。

$记者手记%

一墙之隔 两个世界
“一位小女孩拿着鲜花，在我耳边

轻轻说，希望这里的小朋友早点好起
来，和他们做好朋友。”去年教师节，幼
儿园的小朋友和家长代表来到康复中
心参加活动，她们的爱心，让杨晓燕的
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孩子不知道自
闭症是终身障碍疾病，可孩子的纯真，
深深触动了她。

杨晓燕是爱好儿童康复中心的园
长，小女孩来自星辰幼儿园，两家园区

仅一墙之隔。有时下午放学，三三两两
的“爱好”学员的家长，会带着孩子趴在
墙边上，透过围栏，看着隔壁幼儿园的
儿童嬉戏、玩耍，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这样的场景，总让老师们心酸。大

家很清楚，根据当前的情况，除了个别
恢复良好的自闭儿，大部分自闭儿都无
法进普通学校就读。其中原因，既有自
闭儿本身社会适应能力的缺失，也有赖
于社会对于自闭症融合教育的理解。

“爱星之门”打破隔阂
2年前，“爱好”在闵行扎根，与星辰

幼儿园做了“邻居”。这 2年间，全社会
对于自闭症的认知逐步加深："%%2年 '

月 "日，联合国纪念第一个“世界自闭
症日”；"%$%年，第一届自闭症康复论坛
在上海召开；"%$$年，市孤独症工作委
员会成立……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和相
关部门投入到自闭症的关爱行动中。

社会的进步，令“隔阂”一步步被

打破，两家幼儿园的关系日益紧密：世
界自闭症日、儿童节等节日，孩子们会
来和自闭儿一起活动；去年教师节，许
多家长代表也参与其中。不久前，在闵
行区残联的支持下，两家幼儿园之间
的围墙被打开，一扇“爱星之门”搭建
起来，这在上海乃至中国也是绝无仅
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水到渠成。
自闭症孩子，又被称为“星星的孩

子”，生活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爱
星”之意，机缘巧合中有着多重解释，
既代表了“爱好”和“星辰”的合作，也
寓意为“爱心”，更代表了“关爱星星的
孩子”。星辰幼儿园庄郁园长表示：“同
在一片蓝天下，我们现在做不了那么
大那么多，但至少可以从同一个社区，
从一道围墙开始，关心身边的人。”

关爱包容 从小培养
“星辰”并不是唯一一家走近自闭

儿的普通学校。来自闵行区七宝实验

幼儿园的孩子们，也曾经来到“爱好”
与自闭儿互动。为了了解自闭症，参加
活动的幼儿园老师经过了康复老师的
专门培训。
他们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孩

子们接触到自闭儿、了解自闭症。庄郁
园长动情地说：“我们的孩子，以后和
这些孩子生活在同一个社会，所以关
爱、理解和包容，要从他们开始。”

本报记者 金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