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条件可能的话， 你应
该毫不犹豫去接种新冠疫苗。

这与张文宏没关系。 不管张
文宏去，还是不去，你都要去。

虽然中国抗击疫情取得重

大胜利， 但是新冠在全球肆虐

依旧没有停止。同时，目前国内
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新的疫情 。
这再次提醒， 新冠防控的艰巨
性与持久性。

科学家比较一致的判断

是， 新冠病毒将会长期陪伴人
类，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因此筑一条“健康护城河”是明
智的选择！

戴好盔甲才能上战场。 更
何况， 新冠病毒活动隐蔽而且
狡猾多变。

保护自身健康不是蹭热

点， 而应该是理性的科学的选
择。本着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你
应该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积极接种疫苗。
其一， 接种新冠疫苗以后

并不能使你“高枕无忧 ”，但是
却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感染

新冠病毒的可能。其二，少数人
接种疫苗有不良反应， 也是正
常的现象，不必渲染不安情绪。
疫苗不会针对所有人百分之一

百有效。
理性不是恐惧， 科学不是

完美。正确对待新冠疫苗接种，

正确面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

应，是一次很好的自我展示。
在一些人对接种疫苗比较

迟疑的情况下 ，“领导带头接
种”无疑起到示范效应。感谢张
文宏先生带头接种国产新冠疫

苗 ，这样的 “作秀 ”，这样的刷
屏，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推广。

现在轮到你了！ ■王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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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张文宏接不接种疫苗，你都要去
畅评录

新年的阳光照进奉贤区惠

敏学校三楼的 9 年级教室 ，让
这里有了几分暖意。 67 岁的陈
学飞静静地站在第二排第一个

座位旁， 全神贯注地看着座位
上的孩子畅畅。 望着他将自己
为其准备好的中饭， 安静地一
勺一勺放进嘴里， 脸上的肌肉
有了一些松缓。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 ，住
着奉贤全区 127 位特殊孩子 ，
他们中有患有唐氏综合征的 ，
有患脑瘫的，还有患自闭症的。
在他们的眼里， 可能只认得少
数几位老师，但“陈爷爷”却直
达他们的心底，不管是有意，还
是无知。

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和这个学校学生所有的家

长一样，15 年前， 命运给陈学
飞一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
经历了那么多年， 有时陈学飞
还会禁不住落泪。

2005 年，陈学飞的大儿媳
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孙子。 看着
孩子乖巧的模样， 全家人喜不
自禁。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
他们想得那么完美。 当孙子进
幼儿园后， 家人发现孩子有些
异样，不太喜欢和人交流，且不
时出现情绪失控， 莫名发出尖
叫声，最终被确诊为“自闭症”。

“我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
泪，但命运既然这样安排，我们
只能接受，并试着去改变。 ”陈
学飞毅然下了一个决定， 辞去
月薪近万元的工作， 陪伴孙子
一同成长。

那年，他 57 岁。
从幼儿园时的康复训练 、

学习，到进入惠敏学校，从此，
陈雪飞的生活就和孙子联系在

一起。早上 6 点起床，准备好一
切，叫孙子起床，帮助他洗漱吃
早饭，进行身体训练，之后一起
去惠敏学校，陪读到下午 3 点，
然后一起回家……这一路 ，他
们爷孙俩共同走了 10 多年。

九年陪伴爱上更多孩子
“畅畅，别动，爷爷来了！ ”

陈学飞一路飞奔， 来到三楼拐
角处的厕所门口。 他刚从班主
任那里得知， 畅畅去厕所很久
了，还没有出来。 他口中的“畅
畅”是别人家的孩子。 而他，是
这个孩子在学校唯一能听得进

话的人。
“这个孩子是严重的自闭

症，症状比我孙子要严重很多，
如果没有人帮助， 估计要退学
的。 ”经历了 9 年多的陪伴，陈
学飞已经走出了人生最“崩溃”
的时光。走进厕所，他耐心地帮
畅畅擦好屁股，整理完衣裤，又
陪着他走进了教室。

“陈爷爷可能是我们学校
最特殊的人， 自己的孙子经过
学习和康复， 生活早就可以自
理。 但是，9 年来他天天到校做
志愿者，因为我们离不开他，孩
子们离不开他！ ”说到陈学飞，
惠敏学校的副校长孙卫红的脸

上除了敬意，还是敬意。
她告诉记者， 学校如今有

127 位特殊学生。 在他们的眼
里，或许认识自己的班主任，但
是， 这个每天在校门口迎接他
们的“陈爷爷”，就是唯一，不可
或缺，亲切且值得信任。

特殊孩子的情绪失控， 有时
来得猝不及防，这是让家长和老师
感到压力最大的地方。 而陈爷
爷就是那根定海神针。

畅畅的病情未暴发前 ，有
一次学生出操， 他突然躺在地
上不肯起来， 任凭谁劝都没有
用。

陈学飞拿着小板凳来到他

的身边， 趴在耳边小声说着宽
慰的话， “畅畅 ， 地上冷的，爬
起来，坐在板凳上。 ”然后把畅
畅喜欢吃的零食放在板凳上 。
说着说着，孩子就爬了起来，拿
着零食坐了起来。随后，就是一
步步挪动板凳， 一个台阶一个
台阶慢慢前行，一个多小时后，
畅畅终于走进了自己在三楼的

教室。
之后， 畅畅有了一个 “爷

爷”，课间上厕所，中午吃饭，陈
爷爷一直陪伴在他的左右。

能让家长宽心点就值了
“也不是我有多伟大。天天

到学校来， 一是让孙子有安全
感，二是我也是过来人，看到这
些孩子， 感同身受他们家长的
焦虑和压力， 如果我的付出能
让他们放心一点，那就值了！ ”
在帮畅畅吃完中饭后， 陈学飞
最后一个走进食堂， 拿起了自
己的盒饭。

在离开学校不远处工作的

学生祺祺的爸爸， 此时也在安
心地吃着中饭。 因为陈爷爷的
存在，他们的焦虑减缓了很多，
家里的矛盾也少了急需。

“不说伤心的往事。 就在 3
年前， 孩子还经常要穿着尿布
上学！哪还有什么心思工作！但
不工作， 又怎么负担他的各种
费用？ ”祺祺爸爸有些沉默。

陈学飞的出现， 让祺祺一
家慢慢平静了下来。 每当课间
结束， 陈学飞就守在祺祺班级
的门口，陪着他一起上厕所，耐
心地教他一些生活自理的常

识。慢慢地，祺祺摆脱了“尿布”

的困扰，可以轻松上学了。但有
时还是会出现意外， 大小便又
没有任何预感地出现在祺祺身

上。陈学飞拿着备用的衣裤，帮
他擦洗， 没有一丝责备和不耐
烦，有的只是鼓励。

同样， 在一家饭店后厨帮
忙的阿伟， 也正忙着为客人准
备着菜肴，如果没有人提起，根
本不会发现他的智商较低。

而三年前， 阿伟在惠敏学
校就读九年级时， 遭遇到了青
春叛逆期，因为陈爷爷的陪伴，
度过了最烦躁的时光。

“阿伟这孩子那时候比较
暴躁， 经常会用脚踢学校的花
盆，有时候还会莫名扔东西。有
一次， 一个花盆还砸中了楼下
停着的一辆小汽车。 ” 提起往
事，陈学飞露出了一丝苦笑。

于是， 他就成了阿伟的陪
读爷爷，只要不是上课，他就和
阿伟待在一起，上厕所、吃饭、
休息，聊着天说着心里话，几个
月下来， 阿伟的烦躁感慢慢散
去。顺利毕业后，去了一家厨师
学校学习， 现在也有了一份正
当的工作， 也开始了他新的人
生。

“发生在这个学校孩子身
上的事，什么都有，但是你没有
耐心去教导和陪伴， 那他永远
这样。 ”陈学飞的话，像他的外
表一样，朴实得让人动容。

下午 3 点多，太阳西下。陈
学飞和自己的孙子走出了学校

的大门。 孙子早就已经独自上
学了， 但他还是延续着多年的
习惯，每天来学校报到，唯一的
理由就是陪伴， 除了自己的孙
子，还有那 127 个孩子。

9 年，3300 多个日日夜夜，
这是陈学飞在惠敏学校走过的

路。明年暑假，自己的孙子就要
毕业，离开这个学校，他说，只
要走得动，还会一直来。

生活，亏欠了这些“天使”，
有人，却用笑容来融化。

■劳动报记者 胡玉荣

熬过崩溃，温暖他人
9年，这位在特殊学校陪读的爷爷说“不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