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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斐 陈清 庄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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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读书、写字、做烘焙、喂
鸡，还要独立洗漱、穿衣、铺床叠
被……25岁的剑剑（化名），是
一名中度孤独症患者。从今年
年初起，他就到溧阳的一家自然
农场学习、生活及辅助性就业，
每月可领数百元工资，每到周末
回家。剑剑刚去农场时，母亲冷
慧十分忧虑，担心他离开家人后
会大哭大闹。过了一段时间，冷
慧发现忧虑是多余的——剑剑
适应良好，提到在农场的生活，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5岁那年，剑剑被确诊为孤
独症，冷慧便辞职带着他辗转北
京、南京、临沂等地求医。2006
年年底，冷慧得知在钟楼区开了
一家名为天爱儿童康复中心的
孤独症康复机构，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将剑剑送了过去。几年
后，剑剑的生活自理能力、语言
认知能力、实践动手能力都有了
极大的进步。“孩子从最初的不
看、不听、不说，到后来能够慢慢
和家人交流，进步是巨大的。”这
让冷慧有了更进一步的期待，希
望孩子能学一门手艺，将来能真
正融入社会。

冷慧和天爱中心创始人杨
建军的想法不谋而合。到机构
康复的孤独症儿童，此时已逐渐
长大，也有了基本的自理能力，
为他们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开拓
就业渠道，也是杨建军的心事。

杨建军的想法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支持。政府规划建
设土地，天禄集团捐赠 2000
余万元……2018年3月，全国
首家大龄孤独症患者职业教
育学校——天爱职业艺术教育
中心成立。

剑剑成为了中心的第一批
学员，学习方向是烘焙。揉面、
称量、搓团……每一个步骤对剑
剑都是挑战。冷慧抱着“笨鸟先
飞”的心态，陪着剑剑反复练
习。为了让剑剑学会分离蛋清
和蛋黄，冷慧买了一篮又一篮的
鸡蛋，那几个月，番茄炒鸡蛋和
鸡蛋榨菜汤是餐桌上的“常驻嘉
宾”，一家人吃得“闻蛋色变”。
但剑剑却在不断进步，虽然缓
慢，但经过几年系统的培训后，
已能全程参与饼干、蛋糕、甜品
的制作。

2021年 6月，天爱中心在
溧阳建设“爱心农场”，诸多爱心
单位参与共建，对大龄孤独症患
者开展生活养护、职业教育、支
持性就业。今年年初，剑剑和其
他20多名大龄孤独症患者第一
次离开家，来到农场学习独立生
活。一段时间后，冷慧欣喜地发
现，剑剑懂得了更多的社会规
则，学会了控制情绪，更有责任
感，也会关心家人了。

从被诊断为孤独症到尝试
着迈步踏入社会，20年来，在冷
慧的陪伴下，剑剑走的这条路虽
然漫长艰辛，但已露出了希望的
曙光。

据常州市残联理事长刘洪
俊介绍，今年7月，市政府出台

了深化孤独症全程支持服务实
施方案，建立孤独症早期筛查诊
断康复、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
成年孤独症就业创业、重度孤独
症托养照护、社会环境友好包
容、政策保障协调支持等全生命
周期服务体系。2024年，我市
对0—6岁儿童进行早期筛查健
康管理，至今发现孤独症筛查阳
性139例，均建立了“一人一档”
跟踪随访检测服务。钟楼区
2023年被确定为江苏省7个孤
独症全程服务试点地区之一，已
基本实现覆盖全区的孤独症患
者生命全程服务。在信托养老
方面，钟楼区一方面鼓励天爱康
复中心联合国联人寿推出适合
孤独症患者的信托服务，另一方
面通过对“全国残疾人之家”益
智园提升改造，突出“一老一小
一残”的公益性托养，提高孤独
症患者托养和日间照料服务需
求的承载力。

为孤独症群体提供生命全
程的接纳和支持，让他们从出生
到终老得到不间断的关怀，这是
冷慧和其他孤独症患者亲属共
同的渴盼。这个渴盼，在我市
正在逐渐实现。

全生涯服务，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害怕长大

■周静 文 夏晨希 摄

在风景秀丽的太湖之滨，绵
长酒香已香飘千年。位于雪堰镇
的常州市雅浦酿酒有限公司以江
南糯米、优质小麦和竺山湖水为
原料，酿制的雅浦黄酒历久弥
香。今年，常州市雅浦酿酒有限
公司更是入列“江苏老字号”。

吴文化浸润百年老酒

相传自春秋时起，在山清水
秀的雪堰雅浦，家家户户就有酿
酒的习俗。每年秋收后，村民便
去临近的吴王阖闾故城，挑回清
甜的泉水酿酒，待到冬日酒酿成
后，家人一起围坐饭桌前，倒上一
杯黄酒、吃上一口小菜，共享悠闲
时光。

据《武进阳湖合志》记载，依
山傍水的雪堰是吴王阖闾优选的

“避暑山庄”，他将都城建设于此、
毗邻雅浦村。阖闾避暑宫内的吴
宫井水甘甜醇厚、长年不涸。自
2500多年前起，聪慧又热爱生活
的雅浦村民便形成了家家户户酿
酒的习俗。

雅浦酿酒创于1902年，是
一家百年酒坊，由明朝崇祯年间
兵部尚书陆完学第十世孙陆洪
生创办。当时陆洪生利用好山、
好水、好粮的自然条件，集太湖
湾“金秋酿年酒”风俗与南北朝
后魏时期农学名著《齐民要术》
中“三投发酵法”为一体，酿成了

“雅浦黄酒”，创立了雅浦酒坊。
1929年，自幼从父学艺的长子
陆福全开设雅浦糟坊；1968年
陆福全次子陆迪兴子承父业，
1980年设立雅浦酒厂；1998年，
变更为常州市雅浦酿酒有限公
司。

坚守古法“三投发酵”

走进雅浦酒坊，陶制酒坛次
第排开，蓝染布包裹的盖子与红
木色的酒柜古色古香。

据雅浦黄酒第四代传人陆景
峰介绍，雅浦黄酒属稻米发酵黄
酒，采用古法“三投发酵法”。该
法需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斟酌用
量与时间，分三次投入糯米、清
水、酒曲进行发酵反应，第三次时
还需加入醅水。随后再将酵好的
醪液灌入陶坛中，于室外发酵

60—80天。最后将发酵好的原
酒灌入大酒缸中封存3年。原本
香槟色的酒经过酯化，变为诱人
的琥珀色。

“普通市场上的黄酒多为一
次发酵完成，我们的‘三投发酵
法’要在30天内投3次料，可以有
效控制发酵过程中的温度，口味
更加醇厚。”陆景峰说。雅浦黄酒
的这一酿制工艺，2015年被列入
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雅浦黄酒过去都是手工酿
酒，每个环节的把控全靠酿酒师
傅，稍有不慎，酒的颜色和口感便
会发生变化。每年酿酒都是深秋
到初冬时开始，前发酵需七天七
夜，全程都要有人守着。为使糖
化发酵均匀、控制发酵温度，要适
时开耙翻拌，不能错过一刻时机。

探索更多发展空间

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
的提升，低度、营养的黄酒更符
合消费需求。雅浦酿酒抓住机
遇，瞄准年轻消费市场，从酒的
酿制工艺入手，把传统发酵法与
现代工艺相结合，让酿制出来的
黄酒口感鲜美、柔和、甘润、醇
厚。

据了解，新工艺质量控制繁
杂，技术难度大，要根据气温、米
质、酵母菌和麦曲性能等多种因
素灵活改变，及时调整。

公司在传承工艺基础上不断
创新，拥有2条全自动灌装线、
5000平方米新工艺发酵车间，年
产黄酒可达5000吨以上，销往全
国20多个省份。同时，他们在包
装上动足脑筋，罐、矮瓶、青花瓷
酒瓶……融合深厚人文底蕴和现
代审美的各色包装推陈出新，令
人赏心悦目。

在多年的持续发展中，雅浦
公司先后获得“常州市名牌产
品”“江苏省名优产品”“常州市
农业产业龙头经营企业”等荣
誉。近年来，他们在江苏省前
黄高级中学、5A景区春秋淹城
打造雅浦酒酿造技艺展示馆，
同时积极参加非遗展示活动，
让雅浦酒酿造技艺得到了传承
与传播。

雅浦酿酒：沉淀百年，历久弥香

本报讯（周茜 陈心如 胡
平 图文报道） 今年8月29日
是第 21 个全国测绘法宣传
日。昨天下午，围绕“规范使用
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主题，武
进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25组
家庭来到新北测绘科普教育基
地，开展2024年测绘法宣传日
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大家
进入测绘科普园，近距离观察、
比对各种景观测量标志；参观测
绘科技展示中心，了解基础测
绘、民生应用、未来发展；聆听讲
座，进一步学习测绘的基本概
念、原理以及国家版图知识等。
一项项有趣的互动，激发孩子们
浓厚的学习兴趣。

测绘知识答题环节，现场气
氛尤其热烈。“珠穆朗玛峰的最
新高度是多少？”“如果外星人想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最适合它们
的定位方式是什么？”“中国最大
的岛屿是哪个？”……一只只小
手高高举起，小朋友们争先恐后
抢答。

“我在参观展厅的时候记住
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听到这道
题时立刻举手，一下子就答对
了。”即将升入小学二年级的林
庭溱小朋友听得仔细、答得认
真。她说，自己还知道送外卖和
旅行要导航，也跟测绘有关系。

来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武进分局的白瑞东，当天也带儿
子参加了活动。在他看来，活动
不仅让孩子们从历史长河中了
解测绘技术、认知国家版图，更
重要的是认识到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在潜移默化中增

强他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自觉性。

武进规划勘测设计院综
合办主任吴丁婷告诉记者，依
托“武小绘”测绘青年先锋队，
武进已连续5年开展测绘法青
年沙龙、测绘进社区、测绘进
校园、测绘进统战等活动，接
下来还将继续搭建平台桥梁，
策划开展形式多样、易于传播
和接地气的宣教活动，普及测
绘法律知识，倡导规范使用标
准地图，提升公众国家版图意
识。

25组家庭在互动中长知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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