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都有不同的主题课程

姓名：张艳
年龄：61周岁

身份：太平桥街道
太西里社区新闻发声人

感谢社区为残
障 人 士 提 供 的 帮
助，希望全社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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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有个开心乐园 孩子睁眼就想来
太平桥街道东管头社区搭建室内乐园，请专业老师免费为学龄前儿童提供早教课程社区新鲜事

8年做一件事：帮残障人士融入社会
太平桥街道太西里社区新闻发声人张艳在职康站当老师，鼓励学员打工、演出提升自我价值感

姜慧梓/文 王嘉宁/摄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太平
桥街道办事处联合策划采写）

为何组建开心乐园？东管头社区工作人
员岑倩道出了其中原委。

东管头社区紧邻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
过去曾是典型的城乡结合社区，随着丽泽金融
商务区的建立，社区的未来发展也被居民们看
好。但遗憾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基础设
施缺乏、活动空间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社区。

为了给社区儿童打造一个平安、健康、快
乐的成长空间，2015 年起，东管头社区开始了
与专业社会机构的合作，几年下来，开心乐园
受到了社区居民尤其是小朋友们的欢迎。

“儿童的天性就是沟通与交流，但以前社
区活动范围有限，孩子很难找到一起玩耍交流

的安全场地。”杨蒙认为，开心乐园最大的好处
就是，为儿童搭建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不
仅能增进孩子之间的沟通，提高孩子们的交际
能力。同时，在活动中穿插各种娱乐游戏，让
小朋友们在互动竞答中收获知识。

其实，除了孩子，家长们也在开心乐园中
成长了。据岑倩介绍，开心乐园的老师们还
会组织家长俱乐部和家长课堂，为家长与孩
子、家长与家长创造交流沟通的环境，分享家
庭亲子教育的经验与体会。通过这些活动，
很多家长成了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亲子问
题，“这种方式促进了每个家庭的和谐，也是
构建和谐社区的需要。”

职康站现有 10 名学员，最大的 52 岁，
最小的 21 岁，除 1 人是肢体残障外，其余
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缺陷。

“ 他 们 就 像 孩 子 一 样 ，有 的 像 十 几
岁，有的像四五岁。”张艳说，为了让居民
更好地了解学员，老师们会鼓励他们参
与义诊、春游秋游、运动会、春晚等社区
活动。

2018年太西里社区春节联欢会上，职
康站的学员们走上舞台，用手语和不太清
晰的演唱表演了《感恩的心》，学员尹雪梅

还站出来代表大家说出了心声，“借此机
会，我代表太西里职康站全体残疾人员，
向全社会关心关爱我们的好心人表示衷
心的感谢！”

这场特别的演出，在台下引起了轰
动，联欢会结束后，很多人看到张艳都会
说：“你太不容易了，陪着这些孩子这么
多年。”

如今，太西里社区的居民不仅认识职
康站的每一名学员，还经常给他们送瓜
子、水果，包容他们无意识的小脾气。

蔡海龙是职康站唯一肢体残疾的学员，从小在孤儿院
长大，现住在张艳家楼下。原本是邻居的两人，因为职康
站成为“母子”。

蔡海龙今年 36 岁，行动不便需要坐轮椅，每次肾结石
疼得受不了，都会给张艳打电话。“他犯病都是在晚上，自
己根本弄不了。”张艳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她都会拉着
老伴儿一起帮忙，把蔡海龙送到医院急诊。

在蔡海龙眼里，张艳就像是妈妈，不仅照顾着他，也保
护着他。“她说如果有人欺负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她，她来
解决，不让我掉眼泪。”

不少人觉得和有智力缺陷的人交流很费
力，张艳并不否认，“这样的孩子都是一根筋，
脾气一上来，根本拦不住。”和他们沟通需要更
长的时间、更专注的投入和更多的耐心。每天
一见面，她都会问学员们：“昨天晚上在家吃什
么了？回家跟妈妈说职康站的事儿了吗？”除
此之外，她还会不定期家访，了解学员的近期
情绪和动态。

有时，张艳的话比孩子父母的话更管用。
有学员不想上课，还跟父母吵架，每到这个时

候，家长都会求助张艳。“首先自己不能急，你
的情绪稳定下来，也会带动他。他不激动了，
才会好好跟你说话。”

说起沟通技巧，张艳认为，要多顺着他们，
做得不好的地方要批评，做得好的地方要表
扬。比如遇到大型活动，她会提前嘱咐大家把
自己收拾干净利落一些。第二天就会发现，有
的学员不仅换了整套新衣服，还特意刮了胡
子，“要善于观察，随时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
他们受到表扬会觉得自己被在意，会很开心。”

3 岁的早早是开心乐园忠实的
“粉丝”，自从一年多前发现这个好
地方，只要乐园开放，早早都会来
报到。“每天一睁眼，就是问我什么
时候去开心乐园。”早早奶奶说，乐
园里的老师们很专业，活动也很多
样，不仅解决了孩子“去哪儿玩”的
问题，也解决了大多数老人“只会
养不会教”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毛毛的奶奶也深
有感触。因为父母要上班，1 岁零 7
个月的毛毛一直由奶奶照顾。但
奶奶不会开车也不太熟悉公交线
路，之前，毛毛的活动区域就只能
是 奶 奶 步 行 可 达 的 范 围 ，非 常 有
限。

最 近 半 年 ，奶 奶 几 乎 每 天 都
带 毛 毛 去 开 心 乐 园 。“ 就 在 社 区
里 ，很 近 也 很 安 全 ，儿 子 儿 媳 都
放 心 ，我 带 孩 子 的 压 力 也 小 多
了。”最让奶奶开心的是，乐园每
周 都 有 主 题 活 动 ，还 有 专 业 的 老
师 教 孩 子 们 知 识 。“ 和 年 轻 人 相
比 ，我 们 老 年 人 在 知 识 储 备 和 教
育 理 念 上 ，都 有 点 跟 不 上 ，乐 园
的老师帮我解决了这个隔辈教育
问题。”

张艳是 2012 年退休之后搬到太西里
社区常住的，刚搬来第一年，她就接到社
区紧急任务——到职康站当老师。

职康站是专门为身体或智力有缺陷
的人开设的康复站，它由太平桥街道组
织、太西里社区负责落实，就设在社区居
委会旁边。站里原本有两位老师，帮助学
员学习基本生活技能、最大程度地融入社
会。但其中一位老师因身体原因离开，离

职之前向社区推荐了热心的张艳。
“我回家跟老伴儿和儿子商量，儿子

问了两个问题——如果这个工作给钱，你
干吗？如果这个工作不给钱，你还干吗？”
张艳当时就回答：“我就是想做这件事，不
是为了挣钱才干的。”

从一开始，张艳就抱着一颗无私的心
来做事，所以当社区发了 700 元工资时，
她很惊讶：“怎么还有钱啊？”

初到职康站时，“条件不像现在这样
好”，张艳回忆说，当时站里活动空间有
限，教学器材老化，很多设施都不完善。

“硬件”跟不上，老师们就在“软件”上想办
法，多做手工，比如编珠子、做手工花，不
仅锻炼大脑，还不占空间。

为了增加学员的价值感和获得感，张
艳还到处给他们“找工作”：给餐厅方便筷
套包装袋。“赚不了多少钱，但他们在劳动
过程中感到了快乐，也向社会证明他们是
有价值的，这就够了。”

这几年，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注越来
越多，街道和社区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

财力，专门用于改善职康站的硬件设施和
教学环境。两年时间里，站里更换了电
视、空调、录放机、小冰箱、微波炉。太西
里社区细心地为职康站更换门前冬帘、夏
帘，还把站内和周边物品清理到统一地
点、统一储存，为学员们腾出了宝贵的活
动空间。

“ 硬 件 ”在 提 升 ，课 程 也 更 加 丰 富 ，
“现在我们能带着学员们做健身操、唱
歌，天气好的时候还带他们去公园看月
季。”张艳说，职康站越来越好，一些住
在房山区、门头沟区的学员也慕名前来
上课。

开心乐园位于东管头社区居委会二楼，5 月 26
日下午 3 点，记者在这里看到，40 平方米的空间被
装饰得五颜六色，城堡、小马、彩色海绵玩具一应俱
全，地上还特意铺装了彩色软性地板，孩子可以大
胆爬行，偶尔跌撞也不必担心。

“小朋友们骑好自己的小马，我们的运动会就要
开始啦！”在专业老师声情并茂地调动下，十几个一两
岁的小朋友在家长的看护下骑上自己的“小马”，沿起
跑线站成一排，准备“一较高下”。虽然是小游戏，小
朋友们却格外认真，也许是太紧张，有些小朋友偶尔
传来几声哭闹，将孩子们的天性与童真一展无余。

记者了解到，从 2015 年开始，东管头社区开办
亲子乐园，邀请第三方免费开展公益活动。为使乐

园更加专业化，提供更多家长孩子需要的服务，社
区从 2017 年开始，每年从党服经费中拨款，用于购
买专业社会机构的服务。几年下来，这种合作模式
取得了良好效果，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准则”：社区
提供活动场所和空间，服务机构提供老师、维护乐
园日常运行。为了确保服务质量，每日至少确保 3
名专业老师在乐园服务，每周四定期组织孩子开展
活动，每月更换活动主题。

乐园老师杨蒙向记者展示了近期的活动表，6
月 4 日至 6 月 28 日，组织创意美术（涂鸦）系列课
程，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和创造力；7 月 2 日至 7 月
31 日，是“手指操系列课程”，让小朋友们手脑协调
配合，促进小朋友动手动脑，促进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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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照顾邻里变成“母子”

8年前结缘“就想做这件事”

街道、社区助力 硬件软件双提升

学员参演社区春晚引起轰动

不知不觉，太平桥街道太西里社区居民张艳在职康站当老师已经8年了，至今她还记得第一次与残障学员们见面的情景，那是
2012年3月15日，“没觉得拘谨、陌生，这就是缘分。”

8年里，她教学员们基本生活技能，帮他们融入社会；如今成为社区新闻发声人，她想将学员们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她说：“没有
想到退休之后还能过得这么有意义，为社区、为学员发声，这件事我会一直做下去！”

专业老师解决
隔辈教育问题

■ 心声

最近，北京的天气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雷雨大作。阴晴不定的天气，憋坏了不少想
出门的小朋友。然而在太平桥街道东管头社区的开心乐园，小朋友们却能不受高温和雷雨的影响尽情欢笑玩闹。

这个由东管头社区搭建的室内乐园，自2015年开始，除周末休息、周一封闭消毒外，每周二至周五上午930至
1130，下午230至430，面向社区及周边的学龄前儿童免费开放。

有时候说话比学员父母更管用

为孩子搭建互相交流的平台

▲近日，太平桥街道太西里社区职康站内，张艳（右）在教居民手语舞蹈《感恩的心》。

◀ 孩 子
们 在 开 心 乐
园内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