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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7日至4月 16日，广
东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
清远如火如荼举行，这是时
隔 5 年之后，广东残疾人运
动员迎来自己的体育盛事；4
月 2日，第十六个“世界孤独
症日”，全国上下以“关爱孤
独症儿童，关注与支持孤独
症人士的照顾者和专业工作
者”为主题，展开各种各样的
关爱活动；3月26日，第十届
国际残疾人技能大赛落幕，
广东省派出的 3名选手一路
过关斩将，获得 3枚银牌，创
下广东历史获奖人数和奖牌
规模最好成绩，来自惠州的
“玻璃人”黄开旋是三枚银牌
的得主之一……

据统计，惠州有 66374
名持证残疾人。4月 17日是
中国残疾人活动日，惠州的残
疾人群体生活状态怎样？有
哪些相关的温情政策与故
事？本期《惠州文脉》带您一
同走入。

在位于惠城区宏益花园附近的洗
车中心，门口“服务不超时，干净不打
折”的字样格外显眼，这里是惠州首家
喜憨儿洗车中心。“喜憨儿”是对心智
障碍者的通称，虽名称中带有“喜”字，
但他们却难以像正常人一样在社会生
存，即使有家人小心翼翼地呵护，但实
际就业率不到5%。

“之前他很喜欢一个人站在角落
里，现在看到他在这里既有工作，又能
跟同伴们一起合作完成洗车工作，感
觉很开心。”喜憨儿洗车中心员工温瑞
杰的家长廖新平说。温瑞杰是一名唐
氏综合征患者，虽讲话吐字不是太清
晰，但却是沟通和洗车的一把好手，迎
客、冲水、打泡沫、擦内室、吸尘，不仅
基本参与洗车的全过程，还自封为小
队长，经常“指挥”其他伙伴工作。

除了温瑞杰，还有6名心智障碍者
在喜憨儿洗车中心工作。他们是惠州
市特殊学校启智部高中（职高班）的毕
业生，通过在校长达 3年的努力，历经
每周 4 节甚至 12 节课，一次次的重复
练习，才令在常人看似简单的洗车动
作成为肌肉记忆。

“这些孩子工作认真、踏实。”喜憨
儿成长关爱中心辅导员叶绿柔说，他
们身上有自己的特性，做事情会做得
更加细致，在某些事情上也可以做得
比常人更好，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多
一些机会。

据介绍，喜憨儿洗车中心项目是由
惠州市惠城区慧家喜憨儿成长关爱中
心引入惠州，于去年正式开门营业。
每天早上9点，喜憨儿洗车中心准点开
门迎客，一有车开进，温瑞杰等员工就
立即进入紧张有序的工作状态，拉喷
枪、打泡沫、细心地擦拭着车辆……一
个个有序的步骤洗出他们的希望。“我
想赚钱请爸爸妈妈吃饭。”喜憨儿洗车
中心员工黄秋迪说。

3月 26日凌晨3时，第十届国
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法国梅斯
落下帷幕，这是全球水平最高、规模
最大的世界性残疾人职业技能比赛
之一，又称特殊职业奥林匹克。

两个小时后，来自惠州市的
参赛选手黄开旋在朋友圈里分
享喜讯：“7 年前失之交臂，7 年
后再次参赛，终不负祖国栽培，
荣获第十届国际残疾人技能大
赛银牌。”

小时因患血友病落下残疾，
黄开旋不能奔跑，因而选择了另
外一条赛道。从2011年开始，他
凭借精湛的服装技艺，代表惠州
参加全省、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
竞赛，曾获“全国技术能手”称
号。此次为国出征，荣获世界级
奖项，他表示：“我一直坚信只要
努力，同样可以完成很多精彩的
事情。我也希望把这种努力拼搏
的精神传递给像我一样的人士。”

据惠州残联数据，2022 年，

惠州新增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完
成培训 1839 人次（全省排名第
二），完成城乡残疾人新增就业
5368 名（全省排名第一），全市
累计有 19658 名就业年龄段残
疾 人 实 现 就 业 ，就 业 率 达
55.64%（全省排名第三）。

这一串串数据，点燃的是无
数个残疾人家庭的希望。患有
轻度自闭症的周志威2022年从
惠州市特殊学校启智部高中（职
高班）毕业后，在位于惠城区的
喜憨儿洗车中心获得了工作岗
位。其母胡秀华告诉记者，她曾
设想过周志威毕业后的各种可
能，也曾一度对未来感到茫然。
可喜的是，周志威实现了从校园
到职场的“无缝衔接”。“得知消
息时，我高兴到睡不着觉。我唯
一的希望就是没有我们的陪伴，
他还能独立地、有尊严地养活自
己。”胡秀华说。

残疾人家庭的希望被点燃

的背后，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今
年1月份，惠州市政府办公厅印
发《惠州市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
行动方案（2022—2024 年）》（以
下简称《就业行动方案》），推动
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持续提升。

《就业行动方案》以有就业
需求和就业条件的未就业城乡
残疾人为主要对象，提出将实施

“三大行动”：实施“就业促进行
动”，通过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
排，以及国有企业安排、民营企
业安排、残疾人组织助力等形式
促进残疾人就业；实施“就业帮
扶行动”，针对残疾人高校毕业
生、失业登记和零就业家庭残疾
人、农村残疾人、盲人群体、智力
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等残疾
人开展专项就业帮扶行动；实施

“就业提升行动”，开展残疾人自
主创业、灵活就业提升行动，以
及残疾人集中就业提升行动、残
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残疾人

就业服务提升行动、信息技术助
残就业提升行动。

在同样受关注的残疾人教
育问题上，惠州也有政策出台。
2023年 3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印
发了《惠州市“十四五”特殊教育
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特教提升计划》）。根据《特教
提升计划》，惠州将巩固完善以
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
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为补充的
安置模式，适宜安排每一名残疾
儿童。同时，建立健全学校随班
就读工作长效机制，建立送教上
门动态评估机制，确保 2025 年
惠州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
学率达到97%。

针对特殊教育人群如何走
进市场这一问题，《特教提升计
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特殊教
育学校和职业学校合理设置适
合残疾学生学习特点和市场需
求的专业。

惠州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
绍，惠州残疾人受教育水平显著
提高，融合教育理念不断加强，
全市实现残疾学生从义务教育
阶段到高中阶段 12 年免费教
育。截至2022年年底，全市各类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超过98%，残疾儿童入园率超过
85%。“十四五”期间，惠州将进
一步加大资金、师资、学位供给、
办学条件、教学质量等对特殊教
育的支持力度。

该负责人还介绍，2022 年
惠州累计发放“两项补贴”1.74
亿元。16277 名残疾人享有最
低生活保障，资助40390名残疾
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36573 名
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670 名在康复机构训练的残疾
儿童得到康复救助、救助金达
1845.33 万元……推动惠州残疾
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再上新
台阶。

扶智又扶志 授鱼更授渔
惠州有19658名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就业率达55.64%

1977 年，黄开旋生于河源
龙川的一个山村。出生第三天，
他就因为脐带脱落出现大出血，
在成长过程中身上经常莫名出
现瘀血，特别是肘关节和膝关节
等经常活动的关节。

为避免磕着碰着，黄开旋从
记事起，就没体会过与小伙伴一
起追逐奔跑的快乐。“去医院就
像回家一样，也没法正常上学，
一个学期四五个月的课程，在校
时间都不足一个月，仅仅小学四
年级就上了三次，没办法，跟不
上。”黄开旋回忆。

十二三岁时，因为双腿膝关
节变形，黄开旋走起路来已经一
瘸一拐，14岁那年，又因为髋关
节内出血，被送到惠州的医院抢
救，而后在广州被确诊为血友
病。

血友病为一组遗传性凝血
功能障碍的出血性疾病。其
中，关节反复出血导致骨骼变
形，肌肉萎缩；内脏和颅内出血
则会危及生命。黄开旋是那种

“没有明显外伤也可发生自发
性出血”的重症患者，又被称为

“玻璃人”。
1996 年，没法继续学业的

黄开旋面临就业难题。刚开
始，他尝试水电等工种，但由于
身体原因都无法坚持。“上世纪
90年代，服装是热门行业，又只
是手上功夫。亲戚朋友就介绍
我跟随镇上一名裁缝师傅学习
手艺。”黄开旋说，一年之后，他

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惠州从事
服装工作。

2008 年，黄开旋的小孩出
生，他意识到“要寻求突破了”，
考虑到已经积攒了不少老顾客，
也熟悉服装所有的工序，周边很
多朋友开店谋生，自己何不也试
试。开业后，他凭借精湛的裁缝
技艺、朋友介绍的订单，再加上
自己得空时也会“跑单”推广业
务，经营得有声有色。

2011 年，在社区居委会和
残联部门推荐下，黄开旋开始走
上残疾人技能竞赛赛场，获得不
少优异成绩，“我享受在赛场上
的感觉，也希望能影响带动与我
类似的人，坚信只要坚持，总可
以找到与社会接轨的道路。”

2012 年，血友病的预防用
药“人凝血因子Ⅷ”（俗称“八因
子”）纳入了医保特定门诊。黄
开旋得以定期注射八因子，身体
慢慢好起来。而后，他不仅把注
意力放在赛事和自己的事业上，
也开始关注残疾人群体的就业
问题。

近年来，黄开旋的公司通过
残联系统招收了 5 个有志于从
事裁缝行业的徒弟。黄开旋表
示，一般学习一年半载之后，徒
弟就能掌握较好的裁缝技能，可
以进厂工作，也可以自己开店经
营服装生意。

为了带动更多残疾人就业，
2021 年，黄开旋依托自身在服
装业积累的资源，与爱心企业合

作，开展助残旧衣物回收项目，
带动7名残疾人就业。据介绍，
该公益项目已在惠城区、仲恺
高新区投放 400 多个回收箱。
工人定期将衣物回收后，集中
进行分拣，可用的衣物捐给残
疾人家庭；破损严重、无法使用
的衣物统一打包发给上游企

业，回收做成再生纤维或保温
材料、建筑材料等；实在无法重
复利用的废旧衣物，则送到焚
烧发电厂焚烧发电。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队伍，
有了归属感，还能够拿到足以
保证自己生活的工资。”黄开
旋说，虽然受各种因素影响，

自己的服装事业不如从前，但
是借助本届国际残疾人技能大
赛银牌的影响力，他计划将自
己的缝纫技术、经验通过短视
频的方式分享，一方面希望给
公司的发展注入新活力，也希
望能够打动、鼓舞、帮助更多
的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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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着老师，把这块积木放进相
同颜色的杯子里……”这是我从业6年
以来，每天都要重复很多次的话。换在
以前，我或许会很烦，但现在，我深知
眼前的这群孩子，他们不太一样。患有
孤独症的他们，只有不断重复，才能建
立语言表达、行为系统。

记得当年选择特教专业，仅是出于
对特教的好奇和就业前景的考虑。但
是，当我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毕业
走上工作岗位，孩子们会突然跑过来抓
我的头发、拍打我的身体，甚至是一巴
掌拍在我的脸上……起初真的很不适
应。

我知道他们的特殊性，只能不断跟
自己说：“特教老师需要有足够的爱心
和耐心。”慢慢地，也知道了怎么跟他
们相处。面对他们，要特别注意不说

“不能这样做”“这是不对的”等否定的
语句，而是会注重正向强化，明确告诉
孩子应该怎么做，当他做到了，就及时
给予鼓励或奖励。

有时候，重复上百次，孩子还是做
不到，会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但换个
角度看，无数次的重复起了作用，孩子
学会了，欣慰与成就感会填满整个心
房。

前段时间，收到了小强（化名）的问
候信息，真的非常开心。他是我来到康
复中心后，亲手送进小学的第一批学
生。记得他3岁来到康复中心时，话还
不会讲，也是在重复的教学里，慢慢从
一个字到两个字的叠词，再到三四个
字，然后是完整的一句话……6岁毕业
的时候，他不仅学会了表达，还能回答
一些简单的问题，自理能力也不断进
步。现在转眼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了，逢年过节他还会给我发信息。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生像小强
一样，从这里毕业，走进小学接受融合
教育，与社会接轨，我想这是这个职业
该做的事，也是我心中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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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人”黄开旋：自强助残 同享芳华

罗浩婧指导孩子康复训练

惠州残联表彰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黄开旋工作中

喜憨儿洗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