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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换纸钱
文明祭祀让传统节日

焕发时代新韵
本报讯（融媒记者 曹润鑫） 清明

节来临之际，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在千

金山陵园开展“鲜花换纸钱 文明寄哀

思”主题实践活动。此次活动通过环保

文明的祭祀方式引导市民移风易俗，让

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新韵。

在千金山陵园入口通道处，三个醒

目的鲜花兑换点依次排开。身着志愿

服务红马甲的工作人员手持鲜花，向入

园祭扫的市民宣传环保理念，倡导用白

菊、黄菊替代传统纸钱。许多市民主动

响应号召，将携带的香烛纸钱兑换成素

雅的菊花，以更生态的方式寄托哀思。

“这种祭奠方式既保留了仪式感，

又保护了环境。我觉得很有意义。”市

民徐爱品手持花束对记者说。市民楼

莹也说：“现在大家都注重环保，用鲜花

代替纸钱既贴心又温馨，值得推广。”

据了解，清明期间，市殡仪馆准备

了 5000 支白菊花和 500 盆黄菊花，满

足祭扫群众兑换需求。民政局工作人

员表示，此次活动将持续到4月6日。

本报讯（融媒记者 童鹏翔） 近日，

市公安局古山派出所迎来了一个极为

特殊的“客人”——一只受伤的隼。

当天中午，一位热心群众在古山镇

世雅上街村的河边，发现一只鸟躺在地

上。他小心翼翼地走近观察，只见这只

鸟的羽毛呈苍褐色，间杂着霜白色纹

路，翅膀窄而尖，腹部颜色比背部浅，特

别是它那金环般的眼睑和锐利的喙格

外引人注目。“它似乎受了伤，想飞却飞

不起来，看着很可怜。”他回忆道。

这位热心群众担心它再次受伤，便

小心翼翼地将其抱起。为防止它在途

中挣扎飞走，他暂时将鸟安置在电动车

的储物箱内。随后，他驱车前往古山派

出所求助。

古山派出所内，值班民警俞国栋接

待了这位热心群众。了解情况后，他谨

慎地从电动车上取出小鸟，并对其进行

初步检查。果然，小鸟的脚部有几处明

显外伤。他找来一个干净的纸箱，为小

鸟提供了一个临时庇护所，并迅速联系

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

经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工作

人员确认，这只鸟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隼。隼科鸟类在全世界有 10 属

61种，我国常见的有燕隼、游隼、红脚隼

等。此次发现的隼，其具体种类还需进

一步鉴定。

目前，这只隼已接受进一步检查和

治疗。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工作

人员表示，待其伤势恢复后，将选择适

宜的生态环境将其放归自然。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若在户外发现

受伤的野生动物，切勿擅自处理，应及

时联系公安或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实

施救助。同时，非法捕猎、买卖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市民如

发现相关线索，可立即向警方举报，共

同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和这些珍贵的

野生动物资源。

群众发现隼受伤
多方合力助脱险

孤独症儿童康复主要有医疗康复

和教育康复。我市医疗康复主要在市

妇幼保健院进行，该院院长李丽菁说，

为提升康复水平，医院派出医生到广州

中山三院学习，还聘请了 4 名康复教

师。市妇幼保健院将在新大楼开辟孤

独症儿童康复区和陪护区。我市教育

康复主要集中在肯纳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负责人吴小娇说，她儿子曾患孤独

症，经过多年努力现已康复。“自己淋过

雨，为他人撑把伞”是她的初衷，自成立

以来，她已累计服务数百名孤独症儿

童，使他们在认知理解、语言表达、规则

知晓、注意力等方面有了显著提高。

从医保角度来看，我市已将儿童孤

独症纳入门诊特殊病保障范围，将行为

观察和治疗等 8 个孤独症康复项目纳

入儿童孤独症特病目录，加强孤独症儿

童早期发现和医疗康复救助，孤独症门

诊治疗享受住院医疗保障水平。

对于康复专业人才引进和培育，市

人社局负责人表示，加大对特殊教育行

业事业单位人才招聘的支持力度，逐步

畅通康复机构从业人员的晋升渠道。

加大对从事孤独症教育服务人员的待

遇倾斜力度，在绩效分配、进修学习等

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探索委培方式培养

教育康复人才。

针对孤独症儿童融入正常学习的

难题，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尽最大

努力满足其就学需求。鼓励和支持普通

幼儿园接收孤独症儿童就近、就便随班

就读。完善孤独症儿童入学评估机制，

评估后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孤独症

儿童随班就读，暂不具备接受普通教育

能力的，采取普通学校特教班、特殊教育

学校就读或送教上门等安置形式。

在4月2日“世界孤独症关注日”来

临之际，市残联组织开展专题活动，提

高公众对孤独症的认知，减少歧视，推

动全社会理解、关心、帮助他们。鼓励

和支持孤独症儿童家属卸下思想包袱，

以积极心态面对现实，努力学习孤独症

相关知识和家庭干预方法，提高家庭康

复水平。同时增强全社会对孤独症儿

童行为的理解、接纳、包容、关爱，让“星

星的孩子”不孤独。

通讯员 赵开浪

年度

2022

2023

2024

2025

残疾儿童人数

232人

229人

235人

156人

孤独症儿童人数

69人

90人

94人

80人（3月份止）

发放康复补助金额

302万元

390万元

402万元

50万元（2月份止）

在我市，目前有300例左右的孤独症

儿童，近年来每年均有上升趋势。

家住我市某小区的孤独症患者王

雪（化名）今年 5 周岁，从 2 周岁开始不

喜欢与人接触，不敢对视别人的眼睛。

父母查出女儿患孤独症后，连续 3 年康

复支出超 45 万元，原本普通的家庭陷

入黑暗的泥潭。

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邵巧说，从

医学角度来看，孤独症儿童康复的最佳

时间段为1-16周岁，未满7周岁的孤独

症儿童每年可报销 3 万元的康复费用，

及可享受500元/月的慈善补助。超过7

周岁后，仅可享受 500 元/月的康复补

助。有的孤独症儿童 7 周岁后，由于经

济困难、家庭不和睦、个体障碍程度导致

家长失去信心，约有80%的孤独症儿童

家庭选择放弃康复，导致前功尽弃。

如 果 说 需 要 坚 持 长 期 康 复 是 第

一道难题，那么，怎样融入学校就是

孤 独 症 儿 童 家 长 面 临 的 又 一 困 境 。

市残联康复科负责人吕宏星接触过

许多相关家长，有一位家长在他办公

室连续哭泣 2 小时，倾诉孩子无法融

入正常学习的无奈。吕宏星说，有的

孤独症儿童对课堂秩序造成干扰，有

的 家 长 认 为 他 们 是 “ 奇 怪 的 孩 子 ”

“不好管理的孩子”，家委会出面要求

拒绝孤独症学生同班就读。近年来，

有关孤独症儿童就学难的信访事项

屡有发生，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我市近三年残疾和孤独症儿童康复补助情况

“星星的孩子”，愿你不孤独
——关于我市孤独症儿童康复现状调查和思考

4月2日是“世界孤独症关注日”。孤独症儿童被称为“星星的孩子”，他们不
善与人沟通，生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就像星星一样，在属于他们的“夜空”中
独自闪烁。孤独症为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神经系统发育障碍疾病，主要表现为

社会交往障碍、兴趣狭隘、刻板重复行为以及感官异常。孤独症儿童家庭成员经受长期的
沉重负担与精神煎熬。

去年 9 月 20 日，市人大常委会选

择孤独症儿童康复这一小切口、针对特

定领域的视察，是近年来全新的探索。

金华市人大代表吕月眉一直非常关心、

热心孤独症儿童康复，她到市妇幼保健

院儿童康复中心、肯纳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调研后，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如

建议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将婴幼儿

孤独症筛查列入儿童保健项目中并实行

免费，通过多维度的宣传提高婴幼儿家

长对孤独症筛查的意识。建议根据孤独

症康复时间较为漫长的特点，通过财政

支持、慈善救助、社会捐款等多方筹集资

金，建立孤独症康复儿童救助基金,将目

前康复补助政策范围从1-7周岁扩大至

1-18 周岁，确保实现康复效果最大化。

吕月眉还走访孤独症儿童家庭，帮助家

长走出阴影，提高和巩固康复效果。

市人大常委会向市政府提交了《关

于我市孤独症和残疾儿童康复工作视

察意见》，主要包括落实全面筛查、推进

信息共享，强化扶持保障、提高康复质

量，推进融合教育、完善评估机制，加强

宣传引导、增强社会协同。市人大社会

建设工委负责人说，今年省人大、金华

市人大将“加强残疾人权益保障”作为

重点监督内容，促进医疗康复、教育康

复有机整合，推动我市孤独症儿童康复

迈上新台阶。

3月12日，市政协开展孤独症群体

关心关爱工作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孤独

症儿童康复补助、筛查体系、就学就业

等方面工作。市政协呼吁相关部门要

聚焦康复能力建设、康复力量融合、康

复补助政策等方面，深入走访调研，学

习借鉴周边县市先进经验做法，进一步

健全完善我市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体

系和保障政策，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

融入社会生活。

孤独症家庭的困境

人大政协的关注和呼吁

提升康复整体水平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