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自闭症日”到来前，3 月 31 日

下午， 第 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了

一台 “爱在春天———曹鹏爷爷和他的孩子

们”交响音乐会，由 99岁高龄的著名指挥家

曹鹏领衔，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和一

群特殊孩子上演了管乐队合奏、弦乐队合

奏、钢琴独奏、管乐五重奏、交响乐以及舞

蹈等节目，尽管有的孩子动作并不那么整

齐划一，但最打动人的是台上台下所有人

脸上的笑容———他们从音乐中，获得了真

正的快乐。

◆记者 郭爽 文 戴佳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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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公司储备管理员及新进调度员的岗位

技能水平、完善基础管理能力，帮助熟练掌握行车

计划时刻表的编排， 更好地参与现场管理，3 月

20~21 日，杨高公交公司对相关人员开展了行车

时刻表及业务知识专项培训。

参加此次培训的学员文化程度均为大专及以

上学历，其中本科学历占 63%，平均年龄 26 岁。

行车计划时刻表作为公交行业公司最重要的日常

营运计划，是日常车辆正常运营的基石。此次培训

的主要内容是传授大家行车计划时刻表的编制原

则、编制依据，编制前、中、后期的工作内容。 经过

培训， 让学员们能够熟练掌握行车计划时刻表的

相关名称和参数、 符号， 学习相关数据的计算方

法，最终能够独立编制符合要求的行车时刻表。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参加了统一的考试，检验

学习成果。公司期望通过此次专项培训，进一步提

高储备管理员对公交线网营运的掌握程度， 为后

续通用性人才培养坚定基础， 并切实提高全日制

大专调度员业务能力，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精益求精，优化所学，更好地服务公司的日

常运营管理工作。

杨高公交开展储备管理员及新进调度员业务知识专项培训

16年守护脚步未停

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成立于

2010 年， 是在黄浦区教育局支持下，

由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与上海

曹鹏音乐中心共同组建的一个公益组

织，由著名指挥家曹鹏担任音乐总监。

而在这个团队中， 先后有 11 名来自

“天使知音沙龙”的自闭症孩子成为乐

团的正式演奏员， 每年定期登上上海

音乐厅、上交、东方艺术中心等沪上顶

级音乐厅一展风采。 这次作为“青交”

团员上台的， 有其中 7 位演奏员———

圆号手徐逸政， 小号手戴望尘、 纪天

舒、颜志星，长号手沈彦臻，低音提琴

手陈正桐和小提琴手黄慧源。

自闭症也称孤独症， 是一个听

起来就有些沉重的名称。 据中国残

联 2023 年发布的中国残疾人普查

报告数据显示， 中国现有残疾人总

数为 8500 万余人，其中，孤独症患

者已超 1300 万人， 且以每年近 20

万人的速度增长， 发病率成为精神

类残疾的首位。而孤独症的康复是公

认的世界难题，联合国将每年的 4 月

2 日定为“世界孤独症关注日”。今年，

上海市民政局等 14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本市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 将集中性开展孤

独症儿童关爱宣传活动， 各相关部

门、各区、各街镇将开展百余场孤独

症关爱活动。

早在 2008 年， 曹鹏长女曹小夏

偶然从儿子那里了解到自闭症群体的

现状和困境， 深受触动的她向父亲提

议：为患病的孩子们进行一场义演。提

议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我爸说，音

乐可以直通心灵。 ”这一年，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与上海曹鹏音乐中心共同成

立了“天使知音沙龙”关爱自闭症公益

项目。 没想到，这一举动，让曹鹏一家

人与“星星的孩子”结缘至今。

16年来， 曹小夏带着全家人和志

愿者们，始终坚守在这群“星星的孩子”

身边，为他们点亮前行的路。 从 2017

年开始， 上海市曹鹏公益基金会成立

“爱课堂”项目，从暑托班起步，如今，一

批批志愿者在这里每周一到周六教自

闭症孩子学习“生活语文”“生活数学”，

以及绘画、英语、阅读、舞蹈等各种课

程，让他们学会沟通、掌握知识、获得

技能，很多“星星的孩子”在这里开启

了人生的更多可能。

在曹小夏的记忆里， 这群孩子刚

进沙龙时，连基本的“听指令”都很难

做到， 往往忽然就跺脚大哭， 到处奔

跑，甚至砸东西、撞墙。如今，在专业老

师的指导下，他们不仅能听从指令，更

是可以与他人交流，与乐队共同合作。

本次“上海之春”的演出，自闭症孩子

和“青交”孩子在整场演出中比以往更

加“融合”，由于节目数量众多，这些自

闭症孩子必须面临在后台较长时间候

场的情况，“但孩子们坚持下来了，没

有吵闹，没有退缩，有的只是一份对于

上台的渴望。 ”作为孩子们的大家长、

乐团和沙龙的“管家”，曹小夏自豪地

说：“他们希望能将自己的表演完美地

呈现给大家， 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关

注，也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

走出单打独斗的困境

2019 年，亮亮父母带着儿子来到

了“天使知音沙龙”。 这一年，亮亮 17

岁，“在此之前， 我们尝试了所有的可

能性，几乎做了所有的努力。 ”亮亮爸

爸说。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曾

经在网上分享过他们面对孤独症的经

验， 在一篇自述文章里他这样写道：

“现在想来，当时最大的不快乐，是因

为想让他跟上主流： 上小学， 上好高

中，再上个好大学，再找一个好工作。

如果不照着这条路走， 我们就跟时代

脱节，就非主流了。 在朋友、亲戚和同

学面前，我们就抬不起头来。 ”

1300 多万孤独症患者的背后，是

超过 1300万个家庭。

然而大多数人对这种病症仍然知

之甚少。 亮亮爸爸谈到自己一家人的

经历，对孤独症患者家庭而言，病症之

外， 更要面对一种无形但又巨大的压

力，“这是另外一种焦虑， 因为好像被

别人知道就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慢

慢地跟以前的朋友、亲戚也就疏远了。

所以我们说自闭症叫孤独症， 不光是

孩子的孤独，其实也是家长的孤独。 ”

回首那些年， 亮亮的父母少与正常孩

子的家长走得很近，“一方面是因为别

人了解这种病症之前不解的目光，而

另外一种不愿面对的， 则是他人了解

后的同情和怜悯。 ”

现在，亮亮在“天使知音沙龙”学

习圆号， 志愿者和老师们从挑选乐器

到找专业老师，事无巨细提供帮助。现

在，亮亮可以定期参加排练，进步是肉

眼可见的。“我们也曾经认为，他什么

都做不好，为了孩子，我们家长甚至说

自己‘不敢老’。但现在获得的，都是惊

喜。 ”与此同时，亮亮爸爸坦言，在这

里，孤独症家长们不再是“单打独斗”，

“我们曾经自己手把手教他，但时间长

了，孩子和家长都没办法坚持，现在在

这样一个氛围里，没有顾虑和障碍，大

家交流经验、 看着孩子的点滴进步和

互相扶持，我们会觉得，孩子是能够活

出价值、活出意义、活出快乐的。 ”

记录这里每一次感动

“05” 后的戴佳峄，2014年考入上

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因为所在的乐

团打击乐声部和孤独症孩子的管乐声

部离得很近，在与“青交”结缘的 10 年

里，他和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长大。

“因为那个小号手也姓戴， 我们两个走

得很近。 ”小戴记得，那些孩子因为不停

重复相同的话， 大人有时难免失去耐心，

但同龄人之间的沟通并未因疾病的阻隔

而受影响，天然没有屏障，“我们像兄弟般

一起长大，他们逐渐能和我交流，我也有

耐心听他们说话。 ”

小戴长大后离开了“青交”，但这

份长久的情谊却没有随着时间消散，

反而越来越浓， 小戴每周六都会回到

排练场，在团里和沙龙做志愿者。渐渐

地，小戴拿起相机，把这里日常用照片

和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去年 5月， 小戴萌生了一个想法，

把这些日常记录做成一部“纪录片”，“不

同于单次的新闻记录，我希望将视角转

换，把大家在这里每一刻的努力清晰地

记录、呈现出来。”半年来，小戴和朋友们

拍摄、收集了 300个小时的素材，“加上

丹尼尔哥哥（曹小夏儿子）拍摄的八九

百个小时的素材，内容非常丰富。 ”

4月 2日下午，“大爱交响铸华章”

致敬曹鹏先生主题活动开幕，小戴再度

举起镜头， 记录下台前幕后的难忘瞬

间，“希望我能够做成一部可以跨越时

间的纪录片，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些人为

孩子们的坚守， 以及这些孩子的成长，

这些家庭、志愿者的努力，理解这里的

归属感，感受到这里‘家’的氛围。 ”

"“Ñ在Ò天———Ó鹏爷爷和他的孩子们”交响音乐会演ÔÕ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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