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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也叫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
神经性发育障碍。孤独症儿童，因为难以
正常交流，就像遥远夜空中的星星一样
独自闪烁，所以又被叫作“星星的孩子”。

9年前，一位小天使被确诊为孤独
症，她的母亲带着她到处寻访求医，并
在途中结识了很多同样情况的母亲。而
后，这位母亲凭借多年的学习和治疗经
验，创办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与多
名孤独症儿童家长一起，走上了一条点
亮“星星”的路。

这位母亲叫邹鑫。截至目前，她在
邵阳创办的星悦教育儿童康复中心（以
下简称星悦教育）已经为200名孤独症
孩子进行了治疗，其中3名孩子已经实
现了正常入学。

等待“星星”的回应

孩子的降生，为人父母总是怀揣着
爱与希望。但是对于孤独症孩子的父母
来说，这份希望似乎在孩子确诊的那一
刻，戛然而止。

时间回到2014年。当时，邹鑫的儿
子多多（化名）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不
少欢乐。但在多多两岁时，邹鑫发现他仍
不会和人对视，不会和人打招呼，更不会
与人沟通。后经医院检查，多多被确诊为
孤独症谱系障碍。短暂的情绪崩溃后，邹
鑫开始深入了解孤独症的起因和康复
治疗。至此，等待多多的“回应”，成了邹
鑫生活中唯一的期待。

她带着多多，开始了“一人一孩一
行李箱”、背井离乡的治疗生活。但是，
随着时间和干预经验的累积，邹鑫逐渐
明白，多多这条孤独症干预之路，是一
场持久战。而后，邹鑫自学了 BCBA 的
理论课程，考取孤独症康复师上岗证、
心理咨询师证，VB-MAPP 注册评估
师，参加了 ablls-R 测评体系的理论学
习。同时，在实操层面，邹鑫和几位家长
组成了一个学习联盟，相互教对方的孩
子，积累经验。

在不断的学习中，邹鑫逐渐意识
到，孩子的干预，需要家长有更多的耐
心，但往往因为缺少专门的指导而影响
治疗效果。2018年，与家人商议后，邹鑫
正式创办星悦教育儿童康复中心。“不
仅是为了多多，也是为了给更多的孤独
症儿童提供专业的康复教育。”邹鑫说。

期盼“星星”的成长

“你乖乖坐好，看老师手里的图片
是什么？”4月17日，在星悦教育，37名
教师正在为 70 名年龄 0 岁到 7 岁不等

的“星星”进行专业指导和训练。
萱萱（化名）3岁时因仍未会说话到

医院就诊，经评估，萱萱系孤独症谱系
障碍儿童。星悦教育为萱萱制定了专业
的康复训练方案，其中包含了个训认
知、语言表达和集体融合三大课程。经
过几年坚持不懈的训练，萱萱在认知、
语言表达、语言理解、情感表达、社交互
动均有较大的进步。目前，萱萱已于
2022年入读小学，老师们反馈，萱萱能
较好地适应校园生活。

“教育训练的目的在于改善核心症
状，即促进社会交往能力、言语和非言
语交流能力的发展，减少刻板重复行
为。”邹鑫说，促进智力发展，能培养孩
子生活自理和独立生活能力，减少不适
应行为，缓解家庭和社会的精神、经济
和照顾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及早识别、及早干预、及早治疗可明
显改善其症状。

经过多年的康复训练，有的孩子之
前不说一个字，而现在已经学会说六七
个字；有的孩子从不与人交往，现在可
以正常上小学了。在康复治疗下，许多
家长看到了希望。邹鑫说，看到孩子们
能够健康地成长，融入社会生活，就是
最幸福的事情。

点亮“星星”的夜空

在黑暗的世界，康复老师依然会是
那一束光，给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和
家长们点亮一束希望。在康复中心，有
一些更为特殊的老师，她们既是康复老

师又是患者家长。
张佳葆的孩子今年已经5岁了，两

岁时孩子被查出患有孤独症，今年已经
是治疗的第 3 年了。“刚开始确诊的时
候，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带着她在全
国各地求诊。”寻治无果，张佳葆逐渐接
受事实。为了方便陪伴照顾自己的孩
子，她毅然辞掉工作，转行换业，从零基
础接触关于孤独症的知识。

在一次公益讲座中，张佳葆认识了
邹鑫，并成为了星悦教育的一员。作为
老师，她认真负责，积极辅助其他孩子
康复。作为母亲，她普通而平凡，始终陪
伴自己孩子，齐心迈过一道道难关。

为了不让“星星”独自暗淡，让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点亮“星星”的队
伍当中来，近年来，星悦教育已经举
办教师培训、家长培训讲座 20 余场，
聘请深圳、广州、长沙、郑州等各地的
名师专家来邵讲课，让公众真正认知
孤独症，感受到孤独症孩子家庭的艰
辛，传递对孤独症儿童的关爱和温
暖。目前，该中心正在申请双清区残
联康复定点机构，为更多的家庭提供
支持和帮助。

涓滴成河，积露为波。5年来，在邹
鑫的影响下，许多志愿团体、爱心企业
和人士都加入到了关注孤独症群体。
邹鑫深信，理解和守护能汇聚温暖的星
光，为陷在偏见阴影里的“星星”，照亮
前行的路。

点亮“星星” 点燃希望
邵阳日报记者 唐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
讯员 陈东升） 为切实提高广大群众
对“文明殡葬、绿色祭祀”的思想意识，
树立社会新风尚，近日，邵阳县罗城乡
开展“绿色环保祭祀、弘扬文明殡葬新
风”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活动中，罗城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通
过村村响广播、上门发放宣传单、设立咨
询台等形式，引导群众以鲜花祭祀、网上
祭祀、家庭追思等低碳环保的方式祭拜逝

者，寄托对故人的哀思。该乡倡导群众不
焚烧纸钱、不燃放鞭炮，自觉遵守森林防
火规定，营造文明祭扫的良好氛围。

同时，志愿者们向赶集的群众发放
《罗城乡 2023 年清明节文明祭祀倡议
书》，并热情耐心解答群众疑问。此外，
志愿者们用小喇叭进行殡葬改革和低

碳环保祭祀政策宣传，倡导厚养薄葬、
丧事简办，提倡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以
身作则，带头抵制陈规陋习。

此次宣传活动，旨在引导群众用更
加文明、安全、生态、环保的方式祭祀，
自觉践行绿色环保理念，遵守国家殡葬
法规，树立文明新风尚。

罗城乡

开展绿色环保祭祀 弘扬文明殡葬新风

清晨的新邵，一串串文明“音
符”交织汇聚成一曲曲文明之歌：
文明礼貌的市民、热心温暖的志
愿者、维护秩序的交警，公园里绿
意盎然，街道上秩序井然……在
这里，满目皆风景，一城文明风。

近年来，新邵县高度重视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营造浓厚
创文氛围，强化群众文明意识，切
实推进文明创建活动，全面提升
城市品位，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坚持高位推动

新邵县把创文工作作为一项
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坚持高位推
动，不断强化各级各部门的责任
担当。2021年7月，该县第十三次
党代会响亮提出“二巩固三创建
四大战略”的奋斗目标，“三创建”
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同时，该县将创文工作
纳入全县发展战略目标、纳入单
位绩效考核内容。全县各单位同
步把创文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
划，将创文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
署、同推进、同考核。

为加强对创文工作的领导和
调度，今年该县调整了县创文领
导小组，县委书记为第一组长，县
长为组长，增设宣传教育组、督导
巡查一组、督导巡查二组和追责
问责组。县委常委会议和县政府
常务会议每季度专题研究一次创
文工作。年初，全县召开了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进一步
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目标，强
力推进创文工作。

压实工作责任

为推进创文工作走深走实，新
邵县突出工作重点，压实工作责
任，严格责任追究。全体县级领导
带头深入到联点的乡镇、机关和社
区（村），开展现场调研办公，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及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积极为创文工作排忧解难。
建立县巩创办干部、乡镇干部、社
区（村）干部联系指导点位建设工
作责任机制，推动点位建设扎实推
进。落实县级领导对分管、联系的
行业部门和联点社区（村）创建工
作领导责任，县职能部门对分管行
业落实监管责任，县直机关单位在
做好本单位创建工作的同时，牵头
做好联点社区（村）创建工作。形成

“领导重视、部门联动、层层落实”
的创文工作体系。

同时，在创文工作中，该县严
格追责问责。3月15日，该县纪委
监委牵头出台了督导考核问责办
法，并成立了县督导巡查组，由县
级领导担任组长，实行“周督导、
月通报、季排队点评，年度总考
评”督导考核机制。严格落实问题
清单和交办制、台账制、销号制、
通报制“一单四制”，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督办整改，对工作不力、
失职失责人员予以停职、免职或
纪律处分等处理。目前，县巩创办
已发出交办令、督办令120余份，
通报批评一批创文工作履职
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形成了强
大震慑作用。

引导全民参与

为推动创文工作全覆盖，新
邵县通过各类活动载体搭建平
台，丰富创文宣传，引导全县上下
积极参与创文工作，形成全民参
与创建新格局。

该县建立县乡村三级网格化
管理平台，以村民小组、自然院
落、住宅小区为网格，由县、乡镇、
社区（村）干部、党员组长、辅警、
志愿者等担任网格管理员，开展

“敲门行动”，组织院落会议，宣传
创国文知识，了解掌握情况，收集
群众诉求，开展志愿服务。

该县在全县范围开展的“星
期一夜校”学习，经常安排创文专
题学习内容，宣讲创文应知应会
知识，提升干部群众创文知晓率，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创文
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利用夜
校学习机会，组织村(居）民修订
完善村规民约、文明公约，引导督
促村民群众自觉养成文明习惯和
文明风尚。

该县利用“星期五大扫除”活
动，机关干部职工走上街头巷尾，
打扫环境卫生，进行文明劝导，开
展志愿服务。还通过创文“大家
谈”、不文明行为“曝光台”、“我们
的节日”等形式，形成人人参与、
人人监督的良好局面。

今年 2 月份以来，新邵县大
张旗鼓开展“从我做起、文明出
行”交通综合整治、“文明诚信、舒
心购物”市场商超整治、“扮靓街
巷、精细治理”背街小巷整治等十
大重点整治行动，城区不文明现
象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如今，新邵县上下同心、全力
以赴，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用文明之光照亮新征程，
让文明之花开遍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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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老师正在与患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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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倡导全民参与。“家门口的河变清

变美了，大家都喜欢来河边散步、跳广
场舞。”通过深化河湖长制工作创建成
果的多维宣传，不断展示我市河湖治
理先进典型成果，让市民享受河湖治
理成果的同时，树立河湖治理的好坏
与市民的生活质量有直接关系的观念
和爱水、护水、惜水的主动参与管理意
识。2022 年，我市持续开展河湖长制

“四进”活动，实施有奖举报制度，营造
“全民共治”浓厚氛围。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组织“河小青”“滩主”“民间河
长”“企业河长”等志愿者 1.2 万人，常
态化开展“清河净滩”志愿服务活动，
形成了共建美丽河湖、幸福河湖的强
大合力。

截至目前，全市河长累计巡河17.5
万人次，解决各类问题21万个；累计签
订县域联动共治协议326份，开展全流
域巡查 12 次，解决跨区域问题 160 多
个；整治河道“四乱”1089处，拆除违建
房屋 2236 平方米，妨碍行洪的 45 个问
题全部按时整改销号。

2022 年，我市河湖长制工作多次
获水利部和省政府表扬，在水利部第
四届“守护幸福河湖”评选中，新宁县
河长办的“炙热无声”获三等奖，邵阳
县河长办的“山水嵌明珠魅力天子湖”
获优秀奖，全市 5 条(座)河(库)获评省

“美丽河湖”。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埋头苦干、

精抓细干，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
为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
使命任务、加快建设美丽湖南作出邵
阳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