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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艾玲堅守公益初心 十年幫扶逾百農村心智障礙青少年

2013年，年近半百的張艾玲在濟南郊區創辦了這家專門為農村困境家庭心智障礙人士服
務的公益機構。在樂橄兒成立的前幾年，張艾玲一直帶
着老師們和孩子們同吃同住。每名新入託的心智障礙孩
子，都要由她親自帶上一段時間。
王偉（化名）是最早一批來樂橄兒的學員之一，當時

已19歲，在家時只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從不敢離開
媽媽的視線。來到樂橄兒之後，張艾玲手把手教他切菜做
飯，打掃衞生。幾年過去，他不僅有了獨立生活的能力，
還可以自己坐公交車往返機構。疫情期間，學員們均放假
在家，王偉媽媽去照顧生二胎的女兒，他一個人在家裏生
活了一周。

多元技能培訓 手工文創增收入
「讓我最欣慰的是這些服務對象，不管他原生家庭環境和
能力多麼差，到這裏之後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性改變。」看
着學員們認真做手工的樣子，張艾玲感慨地說。
樂橄兒最早一批的學員最小的只有五六歲，最大的20歲左

右，大部分來的時候連生活自理都做不到。如今他們已陸續進
入正常的幼兒園、小學或者特教學校，有的從特教學校畢業後
又回到樂橄兒參與「心青年」（大齡心智障礙青年）輔助性就
業，從這裏掙到不同的「勞務津貼」——他們製作的鑽石畫、
帆布包、手工皂、酸奶等文創產品僅2023年即為機構募集善款20餘萬
元，衞生打掃等工作亦成為他們的「工資」加分項。樂橄兒還成立了由心
智障礙者組成的樂隊，迄今已演出近300場。
「很多人的意識當中，心智障礙者應該是被照顧、被關愛、被施捨的，到我

們這裏參觀後完全就顛覆了他們以往對這個群體的認知。」張艾玲驕傲地說。

回歸主流社會 尊嚴自主過活
今年31歲的小智（化名），在樂橄兒七八年時間內竟然攢了四五萬塊錢。當

家裏要在當地鄉鎮買樓房的時候，他把全部存款拿了出來，身邊的人驚呆了，
要知道章丘偏遠鄉鎮的一套房子也就三四十萬元。
「他們終於不再是家裏和社會的累贅，也能為家裏作一些貢獻——這也是我
們的終極目標，就是希望他們能夠真正回歸主流社會，獲得有尊嚴的、自主
的、喜悅的生活。」張艾玲說。
值得一提的是，隨着多年的訓練，目前樂橄兒多數學員對錢的概念是很清晰
的。其中幾個樂隊的學員還學會了網上購物，過年過節時他們會用自己的錢給
家人買禮物。對此，張艾玲很欣慰，她曾經有個底線思維：如果孩子沒有能力
掙錢養活自己，家長給他們留下一筆錢，他能不能用這筆錢好好活着？「首
先他得知道錢、會用錢，家長留下的錢才有意義。」

他們不善言辭 常用行動表達關心
2018年，張艾玲的腳踝做了一次大的手術，拄柺將近半年才慢慢恢復。
她的辦公室在三樓，餐廳在一樓。孩子們發現她拄柺上下樓很不方便，每
次都有幾個人跟在後面保護。「身體好一點的孩子就把柺直接拽過來給另
一個人，我還沒有防備就已被其扔到背上。」
後來不想麻煩孩子們，張艾玲決定在樓上吃飯，孩子們又輪流給她送飯。尤
其到了晚上，她經常在門口看到好幾個暖水瓶，不知是哪個孩子送上來的熱
水。其中有個患有孤獨症的大孩子，每次都會幫她把洗臉水、洗腳水、刷牙水倒
好，看她洗漱完成再將其扶到床上，然後把用過的水全部倒掉之後再回宿舍。
也是在這一年，張艾玲的母親在齊齊哈爾去世，她簡單交代了一下工作就匆
忙往回趕。晚上八點多剛剛到家，就接
到了一個孩子的電話，第一句就是：
「乾媽可別光哭。」張艾玲知道，他的
言外之意是「別把身體哭壞了」，但他
後面的話沒能表達出來。
「這些孩子心裏是非常清明的，他很
清楚你對他的態度是真的假的。他對你
的愛也是沒有任何條件、沒有任何添加
的。」張艾玲說，單純的他們常用行動
表達着自己的關心，比如會主動跑過來
給她捶肩捏背，也會心疼地為疲憊的她
遞上碗筷……多年的陪伴，他們早已成
為一家人。

上世紀六十年代，張艾玲出生於

北疆邊陲的齊齊哈爾市，5 個月時

就被祖母帶回山東老家照看。6 歲

父母離異，此後一直跟隨祖父母生

活，小小年紀便體會到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

張艾玲高中畢業即開始工作，之後又經歷婚

變，隻身到北京打工，歷經坎坷。

1997年起，張艾玲開始從事公益慈善事業，

是中國最早一批全職從事社會服務的工作人員

之一。2012年，在北京一家公益組織上班的張艾玲回山東休

假，卻因一場醫療事故被迫休養了將近一年。出院後，她用

醫院賠償的近7萬塊錢作為啟動資金創辦了樂橄兒智障人士

服務中心，為困境家庭心智障礙者提供社區康復能力訓練、

心理疏導、輔助就業等公益服務。

數十萬人伸援手 愛心捐贈撐救助
樂橄兒成立初期，張艾玲跟隨當地一名教師，騎着自行

車到周邊二十餘個村莊走訪，深刻感受到農村心智障礙

人士的生存之艱難。「這是一個被人忽略的群體。他們

是所有弱勢群體中最弱的一部分，大多被常年關在家裏

不見外人。有的甚至被鎖在一間小屋裏，十幾年來陪伴他的只

有一台收音機。」

一直以來，學員們在樂橄兒的學習和社區康復訓練都是免

費的，只有全月託管的學員每個月需交幾百元的食宿費用。

樂橄兒成立以來，通過線上線下等多種渠道和形式，接受過

累計數十萬人次的愛心捐贈支持，募集善款、物資 700 多萬

元，用於救助減免 100 多個農村困境家庭心智障礙學員的應

交服務費。

身體大不如前 尋覓合適接班人
50歲再出發，張艾玲一直在學習。她認為，做慈善不能僅靠

一腔熱血，而是有很強的專業性。2015年起，她到北京參加民

政部關於「社會組織發展與管理」種子培訓師的培訓，一學就

是兩年。2020年春，她拿到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學院發展獎」

獎學金約15萬元，每月往返深圳去學習慈善管理。她說，時間

久了，性格越來越柔和，內心也越來越謙卑。

隨着年齡的增長，張艾玲覺得身體大不如前，曾因病兩次交

代後事。她一直在尋找一個合適的接班人。她說，如果身體狀

況允許，未來10年希望在樂橄兒打造一種全生命周期的陪伴模

式，解除很多心智障礙者家長的後顧之憂。

「去嗎/配嗎/這襤褸的披風/戰嗎/戰啊/以最卑微的夢/
致那黑夜中的嗚咽與怒吼/誰說站在光裏的才算英雄……」
近日在濟南高新區舉行的「牽着蝸牛去散步」大型徒步公

益活動現場，樂橄兒「高矮胖瘦」樂隊表演的《孤勇者》讓
台下的許多觀眾熱淚盈眶。他們的音樂或許並不完美，但卻
用認真和執着向世界傳遞他們的聲音和力量。
據張艾玲介紹，樂橄兒「高矮胖瘦」樂隊由10個心智障礙
症者組成，成員大的26歲，小的只有11歲。從一開始的雜亂
無章到整齊劃一，成員們付出了常人幾倍的努力。

「為自己發聲 不只被同情憐憫」
「他們要為自己發聲，要讓更多的人看到，這個群體不
是只被同情和憐憫的。」張艾玲說，樂隊之所以取名「高

矮胖瘦」，有一個更深的寓
意，心智障礙這個群體並不特
殊，他們和普通人的身體長得
有高、矮、胖、瘦不同一樣，
僅此而已。「他們內心的情感
非常細膩和豐富，只是需要渠
道表達出來，也要有人讀懂他
們。」
「我非常感激張艾玲老師，如

果鑫鑫（化名）不上樂橄兒的
話，也許不會有這麼大的進步。
我有時迷茫了就找張老師聊聊，
她能給你一個正確的引導方
向。」樂橄兒學員鑫鑫的媽媽陳

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星兒」學習近八年 漸融入社會
來自山東淄博的鑫鑫是一名自閉症患者，他兩歲時還不會說
話，一直到11歲才能說出簡單的字詞。在18歲以前，他一直和
父母在家裏生活。在媽媽的細心照顧和耐心教育下，鑫鑫不僅
有簡單的自理能力，還學會了算數和練字。但媽媽一直為他的
未來擔憂，人生還很漫長，父母總會老去，鑫鑫將何去何從？
2016年，陳女士經朋友介紹把鑫鑫送到樂橄兒，在那裏學習

了近8年時間。怕火的鑫鑫在那裏學會了燒開水和做飯。他開
始懂得照顧長輩，每天晚上都會給父母燒好洗腳水。很多自閉
症患者不願意出門，鑫鑫打破了這一慣例。他經常自己出去逛
街，有時還會幫媽媽去超市買菜。
「張老師建議讓鑫鑫先融入社會，先學會玩兒再學會做事。
鑫鑫說30歲就出去工作，我不知道能不能實現。」陳女士的聲
音充滿了期待。她曾經遠遠地跟在兒子後面，發現他在外面很
從容，過馬路也很小心。
「我可能沒有辦法改變他們的智商水平，但是在我們這樣的

一個包容、接納和支持的環境裏，他們的情商和認知水平會越
來越高，融入社會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強。」張艾玲說。

「這些年走下來，沒有什麼高科技或

者錦囊妙計，真的就是用生命陪伴生

命。在這個過程當中，這些孩子們也在

陪伴我們，特別是我自己，深切感受到

這些孩子愛的反哺和滋養。」位於濟南市章丘區聖井鎮一座普通的

三層建築裏，樂橄兒智障人士服務中心總幹事張艾玲正在指導學員

們製作鑽石畫。陽光透過窗戶灑在她的臉上，60歲的張艾玲笑得像

個孩子。

時隔8年再度回訪，張艾玲依舊沒有房子，住在當地一間公租房裏；

依舊孑然一身，卻被孩子們親切地稱為「乾媽」、「張媽媽」；依舊

充滿活力，儘管曾因病兩次交代後事，出院後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樂

橄兒……很難想像，這個草根公益組織先後幫扶了100

多名農村困境家庭的心智障礙青少年。而這段以生命陪

伴生命的時光，在其看來彌足珍貴且甘之如飴。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胡臥龍 濟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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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橄兒學員的文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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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艾玲帶領學員和家屬進行沙漠「生存挑戰」。 香港文匯報濟南傳真

◆樂橄兒「高矮胖瘦」樂隊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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