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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教师风采

面对困厄 选择坚强

“你看，人家的孩子和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已蹦
蹦跳跳地四处跑了，可你却还在蹒跚学步……”这是
2015年 8月 6日，吴幼盛写下的一段日记，一个月后，
题为《宝贝，这回爸爸听懂了你的“话”了》的文章在
报纸上登出来了，吴幼盛内心五味杂陈，脸上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原来，2011年秋天，已过不惑之年的吴幼盛经历
了丧子之痛，学习成绩一直优异的儿子，突发疾病去
世了。家庭的变故和曾经的苦难，在两年之后，终于
因女儿的出生而有所缓解。但是，命运的困厄并没
有远离他，吴幼盛的女儿刚出生不久，就被确诊为唐
氏综合征，属重度（智力一级）残疾。“心都碎了。”回
首往事，吴幼盛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和妻子当时获
悉时的痛彻心扉，“我爱人甚至一度想放弃生命，整
个家像是陷入万丈深渊。”后来，吴幼盛夫妻二人选
择了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坦然地让亲戚朋友知道
自己孩子的真实病情。

由于体质较弱，女儿隔三差五地生病，吴幼盛夫
妇经常要带她到诏安县医院、漳州市医院或汕头大
学附属医院去住院治疗。正常的孩子一岁左右就会
讲话，可他们的孩子三岁了还不会叫爸爸妈妈。为

了教女儿学说话，吴幼盛费尽心机，四处向人请教，
还把女儿送到上海、漳州等地的专业康复机构，千方
百计地启发和引导她认识身边的事物，学习说话，学
习文化。“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三岁的女儿终
于开口了，从一开始只会发一个音，到慢慢地可以说
些含混不清的短句，最后总算能较为清晰完整地自
主表达了，这其中的艰辛，一般人是很难体会出来
的。

蜗牛之家 传递幸福

2 月 27 日下午，正值星期日，“诏安县蜗牛之家”
的周末公益培训活动如期举行。吴幼盛与志愿者沈
碧烟老师、谢美玉副主任医师一起，与二十多位患有
自闭症、唐氏综合征的心智障碍儿童及家长们，分享

“如何让孩子快乐长高”的方法与心得。
为了帮助和自己一样的不幸家庭，2015年底，吴

幼盛加入了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并积极在
中国智协、福建省智协、漳州市智协当志愿者。由于
他平时喜欢阅读和写作，做事认真细致，所以成为中
国智协的“特聘编辑”，参与编辑中国智协为庆祝中
国残联成立三十周年而编撰的《我们这样走过》一
书，他自己撰写的《我在中国智协当志愿者》一文也
被收录其中。2018年 2月，中国智协在浙江杭州举行

“中国智协唐氏综合征委员会”成立大会，吴幼盛应
邀参加，并被任命为副主任。

2018年 8月，吴幼盛创建了“漳州市唐宝之家”微
信群，目前群里共有唐氏综合征家长及志愿者 80 多
人。“漳州市唐宝之家”微信群创建以后，成为漳州市
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的主阵地，多次与福建省智
协、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合作举办公益活动，得到各
级领导和漳州各县、市、区心智障碍儿童家长的肯定
与大力支持。

2019 年 4 月，吴幼盛又在诏安县创办了一个特
殊儿童家长组织——“诏安县蜗牛之家”。“一开始
只有 7 个家长报名参加。”吴幼盛告诉记者，起初的
活动地点在农村，是一位同事免费提供的，后来人
数不断增加，扩展到 120 多人，活动地址也搬迁至县
城的丹诏幼儿园。“蜗牛之家已开展线下公益培训
四十多次，都是免费的。”一双双温暖的手，一份份
浓浓的爱让诏安的特殊孩子家长倍受鼓舞和感动，
许多特殊儿童家长纷纷慕名自愿申请加入这个温
馨的大家庭。

随着“诏安县蜗牛之家”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上
海医佰康、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漳州市智协、诏
安县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和组织也纷纷向“诏安县
蜗牛之家”伸出了温暖的援助之手，大力支持家长们
带孩子前往参加公益培训。2019年 9月，诏安县人民
政府将吴幼盛聘为“诏安县人民政府督导室兼职督
学”，担任阳光特殊教育学校的督学；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和中国残联成立 30 周年，记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残疾人事业的飞速发展，中国残联
专门组织编写了《我和我的祖国——我们的 30年》一
书，书中记述了 46 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残疾
人及扶残助残人士典型代表的感人事迹。吴幼盛作
为中国智协推荐的 4名典型代表之一光荣入选，成为
福建省唯一获此殊荣之人。

教师吴幼盛教师吴幼盛““孝老爱亲孝老爱亲””的故事的故事
“向上向善 德耀漳州”，近日，第七届漳州市道德模范名单公布，

诏安县白石小学高级教师吴幼盛榜上有名。默默承受丧子之痛的他

精心照顾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女儿，从女儿出生起便坚持为她写成长日

志，至今已写了一百多篇。他创建“漳州市唐宝之家”微信群，创办心

智障碍儿童家长公益组织——“诏安县蜗牛之家”，把孝亲敬老的感恩

旋律一次次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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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向上向善
让生活充满温暖

吴幼盛的父亲早逝，母亲已年过七旬，岳父母都是
耄耋之年，他告诉记者，2015 年，随着二女儿的降生，家
里的欢笑声更多了。吴幼盛的母亲身体硬朗，和他们住
在一起，帮忙照顾小孩。每逢周末，他和妻子也会带上
两个女儿，回乡下去看望岳父母。

三尺讲台上，吴幼盛默默耕耘，一步一个脚印，收获
颇多：2011 年被福建省教育厅评为“第四期小学骨干教
师”，2012 年被福建省教育厅评为“福建省优秀农村教
师”，2013年被漳州市教育局评为“漳州市中小学学科带
头人”，2014年被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为“小
学高级教师晋升中学高级教师”；生活中的吴幼盛乐观
而坚强，他说自己喜欢文字，从小受到了中华孝文化的
熏陶,是中华孝文化在自己心中植下感恩的种子。

在自强不息的强者身上,也许苦难可以成为一把打
开幸福之门的钥匙。我们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的，只要每个家
庭都能用心敬老，孝老爱亲的好传统就能发扬光大，代
代相传；只要每个人都能向上向善，生活就会充满温暖。

☉本报记者 苏水梅

2022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正式施行。近日，漳州首份“家庭教育令”发出，是由漳浦
法院联合漳浦县妇联，对一起变更抚养关系案件涉及的在
校未成年人进行回访，并针对其父母监护失职的情况，向
他们发出“家庭教育令”，而其中涉事家庭属离异家庭。

父亲前去探视孩子，而前妻不配合，导致父亲不想再
去探视，漳浦法院开出漳州首份“家庭教育令”，责令父亲应
当多陪伴孩子关注其成长，母亲应当配合父亲对孩子的探
望。而在现实生活中，离异家庭对于子女成长的关注一直
都不是一件小事，怎样做到探望不让孩子失望，疼爱却不溺
爱孩子，这必须得是每个离异家庭都要慎重考虑的事。

一方独自抚养孩子

根据法律条例，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者母
亲，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
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
决；父亲或者母亲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
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

但在现实生活中，离异家庭的情况也是各有不同，不
少父母放弃了探望的权利，不少单亲家庭都会选择独自将
孩子拉扯长大，这其中就需要单亲爸爸或者单亲妈妈付出
更多的努力来陪伴培养孩子。

在李女士和陈先生的离婚案中，法院先是让陈先生来

抚养小陈同学，可是陈先生并没有做到当父亲的责任，李
女士就告诉小陈同学：“以后妈妈养你！”一句承诺，独自将
小陈同学抚养长大。

从小到大，小陈同学都被李女士当做宝贝疙瘩来养
着，而陈先生对小陈同学的探望和关怀少之又少。虽说是
像宝贝疙瘩养着，但是李女士对孩子的教育是绝不掺杂着
一丝溺爱的成分。“该批评时批评，该表扬时表扬，该让他
做点家务的时候绝不让他躺着。本来都是慈母严父，现在
他的严父不管他了，那我就又得当慈母又得当严母！”李女
士告诉记者。

如今小陈同学已经长大成人考上大学，要去开拓属于
自己的人生。“虽说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的疼爱，但我也
从我妈妈这边得到了足够多的父爱。”对于自己的母亲李
女士，小陈同学口中只有感恩。

共同关注孩子成长

离婚后，不少夫妻都是老死不相往来，孩子成了他们
唯一的纽带。在漳州首份“家庭教育令”中就有提及，维持
着案件中离婚双方之间唯一的纽带，就是他们的孩子。而
这份“家庭教育令”也在重申离异家庭的父母双方对于孩
子的探望和照顾，以及关注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这
也是离异家庭教育中不容忽视的一件事。

林先生和杨女士商议离婚之后，早早地就孩子小林同 学的未来生活做好了打算。“平时跟你住，母亲照顾孩子比
较方便，同时你还要关注他的学习情况，周末我来带，另外
抚养费我这边也会出的，多少钱日后再商议。”林先生草拟
了一份协议书，杨女士也在上面签了字。

但实情并不尽人意，小林同学平日一回到杨女士的家
中，就大门一关回房间不知道做什么去了，而对于小林同学
的学习成绩，甚至林先生的侄子都比杨女士和林先生上
心。“好几次问我叔叔，他对于我弟的成绩都是一问三不知，
对于我弟的照顾也就是周末到他家带他出去吃好吃的，要
不就是我们这帮堂兄弟姐妹带他出去玩。”林先生的侄子告
诉记者，在他看来，小林同学的父母都没有对孩子做到足够
的用心，探望归探望，照顾归照顾，但都没有完全上心。

林先生的侄子还告诉记者，有次在新年聚会时，看到
小林同学有了一部新手机，一问才知道是杨女士买给他
的，但林先生对此居然并不知情。“反正他们现在这么管
我，我觉得也挺好的。”小林同学刚回答完记者的问题，就
埋头继续打手机游戏了。

陪伴需要质量

离异家庭对于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对孩子的探望跟

照顾，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功夫，不能只是简简单单地陪
伴。用心呵护，一起陪伴，哪怕父母双方并不在一起，陪伴
孩子一同成长，不仅不能减少，更应该要给孩子高质量的
陪伴。

而如何能够做到高质量的陪伴，王先生和张女士的事
例相信能给不少离异家庭一些启发。在离婚之后，王先生
和张女士并没有像一些离异家庭一样，父母双方拉黑微
信，再无交集。为了他们的孩子小王同学，王先生和张女
士并没有断了联系，关于小王同学的事情两人还是有很多
需要联系、交流的话题。

“每次开家长会，老师在家长会上怎么说小王的，我都
会记录下来告诉他妈妈，关于小王学习上的所有事情，我
都会跟她共享。”王先生告诉记者。王先生表示，就算是他
和张女士再不适合，之间有再多的矛盾，小王同学都不应
该夹在他们中间受气。

有不少离异家庭在分开之后，父母其中一方会以工作
繁忙等各种借口为由，未尽到履行家庭教育责任。面对这
种情况，张女士也跟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离婚之后，小
王并不是我们的累赘，我跟他爸之间还是孩子的情况信息
共享。毕竟小王还是我的孩子，让他健康快乐地成长才是
我们做父母应该做的。”

M 家庭教育之窗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认识了一位二婚又离
婚的李先生，李先生向记者说了他的故事。在
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女儿交给母亲抚养，而当
时李先生又忙于工作，无暇去看望女儿，陪她
成长，直到女儿长大，前不久要结婚了他才知
道女儿已经找到了归宿。

现在二婚离婚之后，二婚所生育的女儿
归李先生抚养，为了不再错过自己孩子的成
长，李先生更是将这位“掌上明珠”捧在手心

里。“我已经错过了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不想
再错过第二个孩子的成长了。”李先生告诉
记者。

工作繁忙、事业不顺之类的问题都不是错
过孩子成长的借口，不能因为自己身处离异家
庭之中，就忽视对子女的关爱跟照顾。每个孩
子的成长过程都是不可重来的，愿天下父母都
能幸福快乐地陪伴孩子成长。

☉本报记者 刘健宁

不要错过孩子的成长

记 者 手记手记

有多少陪伴可以重来有多少陪伴可以重来？？
☉本报记者 刘健宁

2月 27日，在“诏安县蜗牛之家”，吴幼盛（立者）与心智障碍儿童及家长们在一起，分享“如何让孩
子快乐长高”的方法与心得。

孩子是父母生活、情感交流的纽带，孩子也需要父母共同的陪伴。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