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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石景山八角居民区里，有一
家叫“小飞象”的康复中心，里面生活着一
群寂寞的“小星星”——孤独症患儿。

孤独症，又叫自闭症。医学专家说，自
有人类起就有这种疾病，但直到70年前才
有医学名称。病童的家长们从不这么称呼
自己的孩子，而是称他们“星星的孩子”。

“小飞象”负责人赵星的儿子就是这
样一颗孤独的星星。3 岁那年，自幼聪颖的
儿子被诊断为“孤独症”。“诊断书上的这 3
个字像一记重拳，击在我的胸口上。”赵星
记得自己当时喘不上气，一屁股坐在马路
沿上，车水马龙的世界，仿佛一下失去了
颜色，“我脑子里想了不下 15 种自杀方
式，当然是带着儿子一起死。”

可是一到家，看到粉嘟嘟的儿子，赵
星明白，没人能夺走她孩子的生命，包括
她自己。因此，她不顾家人反对，辞去幼儿
园的工作，一个人带着儿子来到北京进行
康复干预。

在北京市残联康复中心训练了 3 个
月后，儿子学会了叫“妈妈”。从此，赵星再
也不哭了，拼命打工挣钱为孩子做康复干
预。3 年康复之后，儿子被送回山西长治的
外婆家，进了当地正规小学。但赵星没有
走，因为小飞象康复中心需要她。

迪士尼有一部经典动画片就叫《小飞
象》，一头叫“呆宝”的小象是马戏团里最
笨的演员，两只超大号的耳朵经常遭到嘲
笑。有一天，小象突然学会了用耳朵飞翔，
一夜之间，它变成了大明星。

此时的小飞象康复中心濒临倒闭，只
有一个孩子晔晔，5 个老师围着他，没有暖
气，房租、工资都欠着。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飞象”原负责人认识了赵星，知道她曾
经当过老师，想让她接手“小飞象”。因为
儿子而对“星星的孩子”产生的亲近感，使
赵星接下了这份挑战。

那是 2009 年年初的寒冬，赵星又一
次辞去了工作。在没有暖气的学校里，赵
星抱着电暖器不撒手，唯一的病童晔晔眼
睛直勾勾地瞪着她。赵星有些后悔，自己
是不是错了？她用“呆宝”鼓励自己，拿出
所有积蓄，重新打造“小飞象”。

赵星从不认为孤独症孩子的情感有
任何缺失。她说，“他们的心理比正常人要
敏感很多。他们什么都懂，只是不会交流
和表达。”因此，在“小飞象”里不仅聘有特
教老师，更要有幼教老师和普教老师。为
了让孩子们融入社会，她坚持不搬家。有

时，孩子们无意识地高喊打搅了楼上居民
正常的生活，不满的居民气得把酒瓶子直
接从楼上扔下来，赵星就一次次地上楼道
歉。孩子们手上没有轻重，经常弄疼老师，
因此止痛药是训练中心的常备药，每个老
师抽屉里都有。

现在，“小飞象”的宝宝们除了基础文
化知识培养外，已经可以去超市买东西，
学习使用钞票；可以去乘公交，学会融入
人群；可以去打车，学会跟陌生人交流，可
以走进社区，跟大爷大妈们打招呼⋯⋯赵
星说，她办“小飞象”，不是为了让孤独症
孩子养活自己，而是为了让孤独症孩子尽
快走出“小飞象”，融入社会。

在赵星的努力下，本来孤独的“小飞
象”里热闹非凡：高儿刚来的时候，吃淀粉

就过敏，运动训练 3 个月后，终于能喝粥
了，如今已长成大小伙子；晨晨刚来时不
说话，永远只有一个牙齿咬着嘴唇的动
作，唇下挂着一道弯弯的血印，如今已成
了班里最能接话茬的人；思思迷恋塑料
袋，有时还去翻垃圾筐，老师们追根溯源，
终于弄明白了这是她生气后的一种发泄
方式；“陈大少”刚来时两条腿跟面条似
的，大小便失禁，如今跑得飞快；那个一直
留在学校的晔晔，喜欢翻看别人的包，看
见什么抢什么，心情不好时，甚至会踢打
别人，老师只好把他“隔离”。慢慢地，赵星
读懂了晔晔，他只是没有规则意识。赵星
让晔晔回归集体，让他和伙伴们一起玩，
熟悉规则。晔晔也在自己的世界里小心观
察，半年过去了，他开始接受规则，能在老
鹰捉小鸡的游戏里准确地扮演老鹰或是
小鸡，偶尔还会主动向别人招手打招呼。

在赵星看来，“星星的孩子”只是不会
交流和表达，接近他们没有多难，只要你
肯改变看他们时的怪异眼光。正是赵星的
理解和坚持，中心先后接收千余名智障儿
童，已有 40 余名进入培智学校和正常学
校就读。中心开设的康复训练课程的科学
性、实效性，通过实践得到了验证，广大家
长一致认可、给予好评，满意度均在 95%
以上。

赵星更关心孤独症孩子的幸福指数，
因此“小飞象”正在与中残联合作，对孤独
症者进行就业训练实验。“通过训练，他们
中的部分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同时，孤独症者的养老模式也在探讨中。”
赵星说，“未来的日子，他们能融入生活，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北京市石景山区小飞象训练发展中心主任赵星

守护“星星的孩子”
本报记者 佘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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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中的赵星。 （资料图片）

“这个警察好样的”
——记辽宁营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高速公路四大队副大队长张树新

本报记者 张允强

2014 年 5 月 1 日 7 时 30 分左右，辽宁营口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四大队副大队长张树新
正在管区巡查时，发现一辆满载游客的中巴车底
盘有火星闪烁，并伴有黑烟冒出。凭借多年工作
经验，他意识到这辆车可能会发生自燃事故。此
时，中巴车已经行驶在长达近 3000 米的隧道中，
如果在隧道内将车拦截疏散乘客，车辆一旦发生
自 燃 或 爆 炸 ， 后 果 不 堪 设 想 。 张 树 新 当 机 立 断 ，
加速行驶追上中巴车，用喊话器命令驾驶员紧跟
警车全速驶出隧道。在此过程中，张树新已经考
虑好停车后的应对措施，不到 1 分钟，车辆驶出
隧 道 100 米 开 外 后 ， 他 迅 速 下 车 将 中 巴 车 拦 下 ，
立即有序疏导乘客撤离。最后一名乘客下车后不
到 1 分钟，中巴车发生自燃，滚滚火焰迅速将其
吞噬。

事故发生后，客车被烧得只剩下空架子，车内
19 人无一伤亡。全体乘客和现场群众对张树新竖起
大拇指说，“谢谢你救了我们！这警察好样的！”

当天正值“五一”假期第一天，车辆很多。为防
止发生二次危险，张树新会同赶到现场的同事一道进
行交通管制，确保无车辆和人员进入危险区域。由于
前期处置得当，及时赶到的消防人员很快扑救成功，
自燃车辆造成的险情得到有效控制，交通管制不到 2
小时，交通恢复了正常。

因为热爱岗位，心系群众，张树新总能在本职岗
位上作出让人赞叹的业绩。

入警近 30 年来，张树新一直工作在岗勤第一
线，从一名普通民警成长为主管岗勤的副大队长。他
多年如一日坚守在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奉献，冬
战严寒，夏顶酷暑，吸着尾气，受着噪音，从无怨
言，从不懈怠。

2011 年 7 月的一天，张树新和同事在整治客车
超员时，发现一辆大客车内人满为患。他立即拦截住
车辆进行检查，发现该车辆核载 47 人，实载 82 人，
属于严重超载，应处以驾驶员不低于 2000 元的处
罚，扣 12 分。该驾驶人偷偷对张树新求情，请他高
抬贵手，并硬往张树新裤兜塞厚厚一沓钱。张树新严
词拒绝，坚决执法进行了处罚。

47 岁的张树新自从警以来，时刻把群众的安
全出行挂在心中，一次次在护卫交通安全中赢得百
姓赞誉。但他却有一个最为亏欠的人，那就是他的
妻子。一天，他正在路上巡查，妻子来电话说身体
很难受。因有任务在身，他只好打电话请妹妹陪同
妻子去医院检查，直到次日一早下班，他才急忙赶
到医院。得知妻子病得不轻，他深感内疚。因为家
庭的支持，让张树新更加精力充沛地做好本职工
作 。 近 几 年 ， 他 所
在 大 队 辖 区 没 有 发
生 一 起 因 管 控 不 到
位 、 部 署 不 到 位 、
巡 逻 不 到 位 而 发 生
的 人 员 和 车 辆 交 通
事故。

吉林省通化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陈丽华

纪检岗位上的映山红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长白山下的野生花卉映山红，在春
寒料峭时盛开，粉红的花朵不需任何绿
叶的陪衬，耐住寂寞，但决不孤独。这
是映山红的风格，也是陈丽华的品格。

陈 丽 华 ， 吉 林 省 通 化 市 纪 委 副 书
记、监察局局长。她身患癌症，但始终
坚持在一线工作，用实际行动交出了

“忠诚、干净、担当”的答卷。

人送“铁娘子”称号

“有人称我是铁娘子，其实我挺温柔
的，正努力做称职的贤妻良母。当然，如
果说在工作上我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履
职尽责，也是职责所在。”陈丽华为人爽
快，反应快，难怪人称“女强人”。

通化地处长白山区，民风淳朴，注
重人情往来。能否顶住说情是对纪检干
部的严峻考验。

2014 年 7 月，群众举报通化市某中
心主任代某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等问
题。听说纪委要调查他，他赶紧找到陈丽
华的朋友帮助打探情况。陈丽华严肃地
告诉朋友：“我们办案的事你们不光不能
说情，连问都不能问。”她明确要求办案人
员：“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是硬要求，无论是
谁都不能手下留情。”办案人员全力排查
案件线索，积极调查取证，核实了举报线
索，对代某作出了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
职处分，并对其违纪行为进行了公开曝
光。“陈丽华不好说话，说情不好使”，这一
信息传出去了，说情的慢慢变少了。

较真，是陈丽华工作的另一突出特
点。2015 年 4 月，群众举报某区供销联
社主任王某贪污等问题。陈丽华初核
时，发现此案已处理。“但群众为什么还
要重复上访呢？”职业敏感让她感到这个
问题必须深入细查。好心的同志劝说
她：“这个案子已经下了结论，再继续深
查，别人会不会有想法呀？”她给办案人
员打气说：“咱们对案件不对人，发现了
新线索就要查到底，你们只管办案，不
要有顾虑。”经过认真查看账目，他们不
仅核实了举报的问题，还发现了新的违
纪线索，并将王某移送司法机关。

“做减法也要做加法”

做纪检工作，主要是查处问题、处理
违纪干部，做的是“减法”。陈丽华发现，
有些人出问题与制度有关，她提出以制度
约束人，为干部成长、干事优化环境。

早在 2006 年，时任吉林省辉南县纪
委书记的陈丽华，在组织干部查办辉南
县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违反财
经纪律案后，就开始考虑从源头上预防
腐败。她通过深入全县 11 个乡镇走访调
研，协调财政、农业、农经等部门，出
台了 《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
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 和 《关于加强农
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完善
了制度，堵塞了漏洞。2012 年，根据社
区党风廉政建设亟待加强的实际情况，
她以东昌区为试点，指导社区基层建立
居务监督委员会，组织对社区权力进行
梳理规范，制作权力运行流程图，并对

便民服务事项流程进行全面公开，探索
实施了社区党风廉政规范化建设，规范
了社区权力运行。

2012 年，她在调研中发现农村资产
处置过程中存在薄弱环节，提出将国有
资产处置公开、透明的运行模式引入农
村，规范了农村集体资产处置行为。她
倡导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成立以来，共
受理各类招投标项目 600 多宗，完成交
易事项 450 多宗，涉及合同总金额 3900
多万元，提高了资产处置收益。这样通
过健全制度来管好干部的工作，陈丽华
做了很多很多。

“当干部首先要把
群众的事办好”

“在纪委工作的 9 年，是寂寞的 9 年。
一般来说，各部门领导应该互相走动走
动，联络联络感情，但因为他们是纪检的
监督对象，走得太近，就会影响判断、影响
办案，所以只能敬而远之。人际交往也是
选择再选择，减少再减少。但我不寂寞，
有党组织做依托，有法律做保障，我还可
以与群众交朋友。”

同事们都知道，陈丽华的穷亲戚不
少。陈丽华资助了一名叫曹伟忠的大学
生，用曹伟忠自己的话说：“在陈姨家，
跟在自己家一样。”很多节假日，样子哨
镇老党员矫国武、老劳模宋桂艳、农民
申波的邻居们经常会看到陈丽华的身
影，送米送面，嘘寒问暖⋯⋯走的时
候，陈丽华也会带上他们硬塞到手中的
几穗青玉米棒子、豆角、煎饼什么的。

此时，邻居们都会羡慕地说：“看人家这
亲戚多亲啊！”

陈丽华当过兵、做过工人，对基层
百姓的艰辛深有体会。“老百姓如果没有
难事、没有不平事，不可能到处上访。
所以对待群众上访，一定要有热心、有
耐心，解决上访问题，千万不能怕麻
烦、怕困难。”

有纪委干部向记者讲起一个案例：一
些农用车车主集体上访反映有关部门收
费过高。陈丽华抽调纪委精干力量组成
专案组，对 7300 多张收费票据逐一核对，
查清了县交通稽查征费所各项不合理费
用近 20 万元。如果把多收的费用返还费
时费力，有人建议把这笔钱没收上缴财
政，可陈丽华说：“这些钱都是群众的血汗
钱，解决群众的事不能怕麻烦，一定要返
到农户手里。”几百名车主拿着返还的钱
喜笑颜开，也解开了心中的结。

纪检干部最喜欢的就是“配合”。她
最配合的事，是自己患上癌症后配合治
疗，乐观向上。也是由于她积极地配合
治疗，她的癌症 6年没有复发。

我们期待映山红在岗位上绽放更加
艳丽的色彩。

人物小传

陈丽华是吉林省通化市纪

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2009

年因患癌症，接受了长达8个

月的治疗，但她始终带病坚持

工作，铁面执纪，忠诚履职。她

还和群众交朋友，认了不少穷

亲戚。她先后获得全国纪检监

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全国

“五一巾帼奖章”等荣誉称号。

近日，又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

者”称号。

5 月 5 日，“三只松鼠”物流中心，工作人员在分拣

货物。

走进松鼠集团的办公区，一幅巨大的电子显示屏

上实时销售额不停跳动，这家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的电

商企业其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三只松鼠”，最近一段时

间每天的销售额都在 200 万元以上，是目前全国销量

最大的坚果类电商企业。

“三只松鼠”的创始人是自称“松鼠老爹”的章燎

原。2011 年，他初涉电商行业，由于准备不充分等原

因，一度陷入危机。2012 年，电子商务迎来巨大的发

展机遇，章燎原创立松鼠集团，凭借对行业的了解，他

创立的品牌获得成功，2014 年销售额突破 10 亿元。如

今公司拥有 1600名员工，平均年龄 24岁。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松鼠老爹”的坚果王国

图① 陈丽华在工作中。 图②图③ 陈丽华在基层调研。 （吉林省通化市纪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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