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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运动会叩开助残之门

张心亚与志愿服务的缘分，始于     年

虹口区特奥运动会。

彼时，她带着有智力障碍的小女儿参加

第八套广播体操比赛，没想到，简单的做操对

这群特殊的孩子却十分困难，对于老师来说

更是一大挑战。

“今天教了明天忘，明天教了后天又忘

得一干二净了。你让他们往左边转，他们偏要

往右边转。”回忆起这段经历，这位   岁的老

人苦笑着说。当时，面对孩子们因挫败感引发

的小脾气，张心亚只能化身“哄娃高手”，用零

食安抚情绪，在耐心与坚持中带领大家反复

练习。最终，在张心亚的努力下，大家获得了

不错的名次。这次难忘的经历，也让她萌发出

“要为这些孩子做点事情”的想法。

    年，虹口区曲阳路街道成立“阳光之

家”，她便带着小女儿“过来看看”。当走进“阳

光之家”时，张心亚看着屋内孩子们懵懂的眼

神，瞬间触动了她的心弦，她想到了自己的女

儿，十分心疼这些孩子。很快，张心亚就报名加

入了“阳光之家”志愿者队伍，成为了这个特殊

“家庭”的第一批“特教老师”，从此与这些特殊

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特殊孩子打交道，最重要的一条是要

有爱心，其次是要有耐心。”张心亚说，孩子们

刚来到“阳光之家”时，四肢不协调，口齿不清，

教他们技能，得手把手地一千遍、一万遍的教，

没有爱心和耐心，很难坚持下来。在阳光明媚

的日子里，张心亚会带着孩子们走出“家”门，

来到公园、湖畔、动物园，带他们参观博物馆、

上海书展等，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有一次，张

心亚照常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突然发现队伍

里少了一个孩子，她赶紧回头去找，找了一大

圈，发现这个孩子正一动不动地盯着爷叔们抖

空竹。张心亚走到他身边，轻声问他：“祥祥，你

在看什么？”没想到患有智力和肢体残疾、平时

不怎么开口说话的祥祥竟然指着空竹说：“祥

祥喜欢。”张心亚很激动，连忙说：“张妈妈知道

了，我们先和其他同学们一起玩，等我们回

‘家’，想办法让你学。”回到“阳光之家”，张心

亚便马不停蹄地准备起来，买了空竹，并请来

会抖空竹的志愿者老师，手把手教祥祥。起初

并不顺利，要让空竹能在绳子抖动且不掉下

来，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即使正常人也一时半

会学不会。但祥祥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有点“一

根筋”，认准一件事情就非要一直做，一练就是

几个小时，张心亚和空竹老师一直在旁陪伴

着。在十多年的空竹练习中，祥祥的父亲也是

不离不弃，每天带他到公园练习两小时。终于，

在张心亚、空竹教练和家长的带教、鼓励下，祥

祥成了“空竹达人”，去过上海大世界舞台表

演，上过电视，还在上海市“阳光之家达人秀”

比赛中，荣获了“技压群雄奖”。

在“阳光之家”，张心亚拥有多重身份：她

是“妈妈”，喊得出所有“孩子”的名字，知道每

个人的特点；她是老师，几十遍甚至几百遍地

教着简单的生活自理动作，陪着练唱歌、跳舞、

念诗等；她还是调解员，每当孩子打闹，就得出

面调停，耐心安抚……可以说学员们的点滴进

步，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和汗水。在张心亚看来，

“无法提高他们的智商，就挖掘他们的潜能。老

师都希望能够桃李满天下，而我们只求铁树能

开花”。

从“张妈妈”到成立工作室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心亚的助

残之路越走越宽，服务对象也从最

初的智障孩子，扩展到了视障、听

障、肢障、精障及社区复杂群体等五

大类人群。    年，张心亚成立了

自己的工作室，这标志着她的助残

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小小的“阳光之家”，到要帮助

全区的残疾人士；从每天和孩子相

处，现在要服务各类人群……“刚开

始成立工作室的时候，我压力真的很

大。”但张心亚并没有胆怯，她深入

各类残障群体，了解他们的需求，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为了满足残

障人士的兴趣爱好，张心亚还开设

了各种兴趣班，如空竹班、舞蹈班、

柔力球班等。

但很快她遇见了一个新的难

题———几位参加舞蹈班的视障学

员突然集体向她请辞，表示自己跟

不上学习的节奏。张心亚一头雾

水，明明之前学得好好的，怎么突

然都不要学了？随着张心亚的深入

了解，她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个舞蹈

班是面向视障学员和精障学员一同授课的，

相对于视障学员，精障学员学得快、学得好，

面对视障学员不断需要停下来反复学习，精

障学员总有点不耐烦的怨言，传到视障学员

耳中，他们也不愿再来上舞蹈课了。于是，张

心亚赶忙又聘请了  位舞蹈老师，专门为这

个舞蹈班配备了  个志愿者老师，插在视障

学员中间，手把手地带教。随着时间的推移，

功夫不负有心人，视障学员也学会了跳舞。上

海电视台还为她们拍了专题片《盲人跳舞也

有“范儿”》。“和他们接触久了，我自己也改变

了很多。”张心亚说，和视障人士说话时，她总

是会时不时拍一拍他们胳膊，给他们回应；面

对听障人士时，她总是很远就和他们大幅度

招手打招呼，让他们看见自己……“其实，残

疾人不需要同情，他们更需要尊重。”在与残

障人士的相处中，张心亚总是以平等的姿态

对待他们，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尊重

他们的选择和决定，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大家

的信任和尊重，成为了他们最信赖的朋友和

亲人。

    年，张心亚又肩挑重任，扶持帮助

居委残疾人协会成立助残志愿者团队，并给

予辅导与培训，在扩展志愿者队伍的同时，也

让最基层的残障人士享受到了助残服务。张

心亚说：“我一直调侃自己，在课堂上，我是

‘辅导员’；在生活中，我是‘保育员’，我还是

‘调解员’；最后，我还是‘清洁工’。家里电视

没空看，我平时上班，白天要出来给学员搞活

动，回到家里要写信息、做台账，经常忙到凌

晨  时。”

家人的支持是最温暖的后盾

来到“阳光之家”之前，张心亚也曾彷徨

与无助、陷入自责无法自拔。她的小女儿铭铭

 个月大的时候，因油漆中毒引发休克，导致

后天智力障碍。“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

没有把她及时抱离那个房间。”最开始，医生

告诉张心亚，她的孩子是智力发育迟缓，这让

张心亚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铭铭也可以像

正常人一样生活。然而，铭铭的情况并没有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好转，相反与同龄人的差距

愈发明显。女儿的经历让张心亚更加深刻地

体会到残障人士及其家庭的不易，也更加坚

定了她助残的决心。

从起初怀着对女儿的爱接触助残服务，

到坚持二十余年，这离不开家人的全力支

持。这些年，她的小女儿、大女儿、丈夫和外

孙女都参与到助残志愿工作中来，为了工作

室，所有的家务都是老公在料理。平时，丈夫

也是工作室的“运输大队长”，身兼“快递小

哥”的任务，只要她有需求，就会开着助动车

前去帮忙运送物资。“我外孙女从   岁就开

始做志愿者了。”提起家人，张心亚脸上浮现

出自豪的笑容。

    年，张心亚不幸罹患胃癌，胃被切

除了五分之四，在休养了半年后，她又闲不

住继续开展起了志愿者工作。“当时我穿了

件宽松的风衣，站着的时候就双手插兜里，

捂着刀口，谁都看不出我刚开过刀。”前段时

间，张心亚因高血压半夜被家人送往医院急

诊，第二天依旧面带微笑出现在助残活动的

现场，大女儿知道后打电话埋怨她，张心亚

也不生气，只是温柔地解释道：“目前工作室

人手不够，我不过来不放心。”值得欣慰的

是，如今，年近五旬的小女儿铭铭已成为张

心亚的“得力帮手”，在家能帮妈妈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陪妈妈去医院看病配药，还能耐

心地照顾着妈妈。

有的朋友很不理解张心亚，说她“放着自

家的事不管，管别人的孩子来得起劲”。张心

亚听了并不生气，她说：“人家说志愿者服务

是‘付出’，我觉得我是‘得到’，付出汗水，得

到快乐，实现了人生价值。只要我还干得动，

就会将这份事业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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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虹口区曲阳路街道有这样一名志愿者，退休

后，二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社区残疾人事业，她是

残障孩子们的“张妈妈”，是每一个社区残障人士的

“知心朋友”，她叫张心亚。

 月   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召开，

张心亚获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这份荣誉不

仅是对她数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的高度肯定，更彰

显了她用爱与担当为社区残障群体构筑起精神家园

的力量。（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丁雨

"张心亚在工作室与来访者交谈

"张心亚二十年如一日陪伴学员成长

"!" 岁的张心亚精神矍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