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着狗狗做公益”

三个活动现场 让孩子们感受到爱

“大狼”是一只哈士奇犬，乐天派，对困难和恐惧敏感度低。陪伴中，显出小朋友一

样的乐观积极，让很多害怕狗狗的“星星的孩子”敢于接触，露出笑容。

对于治愈犬这个项目，它给了我很大信心。团队组建之初，没有成熟的队员，我带

它去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上融合课，有的孩子情绪不稳定，本来是抚摸的，突然就变成

了抓，甚至揪下一撮毛儿来，没经过训练的狗狗肯定是不乐意的，但“大狼”情绪很稳

定。我既心疼又欣慰，觉得它作为我的狗狗去做公益，很不容易。后来，我们又设置了

脱敏课程，在狗狗给孩子们上完融合课后，为它们进行脱敏安抚，释放压力。

“奶糖”今年9月就5岁了，是萨摩耶犬。我今年26岁，是在美国纽约帕森斯读研究

生期间，到圣地亚哥一个犬舍接回的“奶糖”。它小时候就显出服从性高的特质，被推荐

为服务犬。很多人看到它摸到它，都非常开心。有朋友说，不如让它去当治疗犬。我又

带它去上课，获得证书后，带它去我的大学里做治疗犬，还去过专为听障儿童开办的幼

儿园。今年过年我回到国内，看到治愈犬的消息就报名了。能够继续让我的狗狗服务

他人，我很开心，以后有活动，我们还会参加。

我在国外的时候，因为它是服务犬，我可以带它进教室、进图书馆，很和谐。我希望

天津成为宠物友好城市，让越来越多人包容动物，让动物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45岁后，我的工作生活比之前轻松了，就开始做志愿者。“雷欧”是被他人遗弃后，

我收养的。第一次参加活动，它也害怕。我以为它会失败，结果，它一上台就特别精神，

直接表演握手，逗得观众哈哈大笑。当时它7岁了，从来没接受过专门培训，却稳稳地

坐在那里……

初试后，专业老师教了我们培训狗狗的技能。回家后，我带“雷欧”反复训练。有一

次，孩子们很热情，室内很热，“雷欧”不怕也不烦，热情地握手，让人随便抚摸，最后大口

大口喝水，直接累趴下。做治愈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为“星星的孩子”提供更好

的服务。 （文中自闭症患儿均为化名）

“星星的孩子”遇到了治愈犬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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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田女士的孩子豆豆今年4岁，是

一名自闭症患者（也叫孤独症患者，常被

称为“星星的孩子”）。因为存在社会交往

障碍，豆豆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

其他事物视而不见。田女士因此辞掉工

作，专心帮孩子进行康复。近日，在康复

中心的一次融合课上，天津治愈犬团队

宠物行为训导师、志愿者皓天带着爱犬

“大狼”来和小朋友互动。田女士欣慰地

发现，豆豆竟然从头到尾观看了“大狼”的

表演，还在皓天老师的指导下给“大狼”喂

食，这是从未有过的进步。

成立于2023年7月的天津治愈犬团

队，多次走入自闭症康复中心参与各项

融合活动，用治愈犬的服从、友善，让自

闭症儿童打开心扉，突破成长。

治愈犬，在治愈自闭症儿童的同时，

也治愈了老师和家长。

天津治愈犬团队有两位发起人。
谢怡，47岁，自 2006年起从事动物保护工

作。在之前从事海外教育交流工作过程中，她
了解到，不少出国留学的孩子存在各种心理问
题，而如果寄宿家庭有宠物，孩子往往很容易找
到归属感，平静地适应新环境。这让谢怡受到
触动。

2021年，她参与某公益基金会特殊困难群
体帮扶活动期间，思考如何通过一个公益项目，
把动物保护和帮助特殊人群结合起来。最终，
治愈犬项目成形，并在该公益基金会注册了天
津治愈犬团队志愿者小组。

皓天，35岁，是宠物行为训导师。大学毕
业后，他先在一家幼教机构工作。2011年开始
从事宠物教育，并考取职业资格证书。2023
年，皓天带狗狗在电视台录节目期间结识谢
怡，谢怡邀请他参与自闭症儿童康复活动，二
人一拍即合，成为公益伙伴。皓天从事过少儿
教育，而且曾供职的教育机构有很多理念与宠
物教育理念相近，他将这些融入治愈犬团队，
非常喜欢且得心应手。皓天说，他正在备考心
理咨询师，想把人和宠物结合起来，更好地实
现治愈目的。

心理学研究表明，与动物共同生活能为人
类身心健康带来好处，减少孤独感和抑郁情绪、
减缓压力。动物辅助疗法是一种以动物为媒介
的心理康复手段，通过人与动物的接触，把动物
作为自闭症儿童训练中的强化物，帮助孩子们
加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对自闭症儿童
的教学有很好的辅助作用。谢怡说：“作为辅助
动物，马、海豚、犬都是很好的动物伙伴，狗狗
在生活中更常见，所以我们选择了治愈犬这个
项目。”经过调研、沟通、课程编排等准备，2023
年 10月，天津治愈犬团队和天津市宜童自闭症
研究服务中心共同开启治愈犬融合课项目。

天津治愈犬团队由我市养犬家庭组成，截
至目前，已有35组家庭成为志愿者，其中仍在
训练的25组，能担当志愿服务的治愈犬有50只
左右。
“带着狗狗做公益，实现了很多人的梦想。”

谢怡说：“我们的训练要求是训导师为狗量身定
制的，既要体现狗的特点，又要符合治愈犬工作
要求。需要训练的科目不复杂，但狗和主人的
配合很重要。每只狗都要经过海选、复训以及

多次实习。我们今年安排了自闭症康复主
题理论学习课，必须有理论课学分，
才能参加志愿服务；每次陪伴课的
前一周，必须有一次复训，筛选状态
最佳的狗和主人参加。”

担当团队公益任务的狗必须持
有养犬证、狂犬疫苗接种证明和意外

伤害保险。“我们团队的目标是培养更多
的养宠志愿者，传递正能量。希望通过治愈犬项
目让狗狗对社会有用，成为被珍惜的伴侣动物；
提高养宠素养，从懂得科学饲养，到懂得训练，
懂得如何引导一只狗融入人类社会，进一步实现
公益梦想。”

当天的活动是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
活动室内进行，接受融合教育的是该中心
6名自闭症儿童，到场者还包括该中心老
师、天津治愈犬团队，以及其他公益团队的
志愿者。活动室的三分之一布置的是观众
席，老师和家长们坐在小椅子上，每个孩子
都有几个大人照看。

皓天带爱犬“大狼”赶到。“大狼”是一
只7岁的哈士奇犬。皓天说，这是“大狼”
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陌生且封闭的环境、
现场的声音都会给治愈犬带来巨大的压
力。让人欣慰的是，“大狼”承受住了考验，
3个多小时，全程表现出色。

当天来的6名自闭症儿童，各有各的
症状。梳着两条小辫子的两岁女孩辫辫
听力异常敏感，因为饱受声音困扰，哭泣
和胆小已成她的常态。活动当天，她从进
场就一直在哭，大人把她抱紧，她还是委
屈得不行。8岁男孩琪琪个头最高，却最
不“听话”，他极度兴奋地在场上奔跑，不
时趴到地上，需要大人把他带回座位。前
文提到的豆豆也在妈妈田女士的带领下
坐好，作为社交障碍的自闭症患者，他不

哭也不闹，但周围的世界也很难与他发
生链接。

皓天让“大狼”坐到椅子上，它瞬间
进入工作状态，体态端庄并传递着松弛
感。当皓天发出指令时，“大狼”发出一
声“汪”，一直哭闹的辫辫突然不哭了，还
看了“大狼”一眼。皓天数“2”，大狼又发
出“汪汪”两声，辫辫居然笑了，在场的成
年人都松了一口气。

皓天适时互动，让说出狗的名字。孩子
们纷纷说“大狼”，唯独豆豆说：“它的名字叫
‘大狗’。”听起来像是在抬杠，但实际上正反
映出豆豆的思考能力。田女士说，豆豆学习
能力比较强，他认识3000多个汉字，会100
以内的加减法，而且对算术特别感兴趣，但
他对有生命的事物漠视，对父母也经常视而
不见。田女士担心，将来上学，如果他不看
老师，即使学习能力再强，还是有可能跟不
上，甚至担心豆豆走在马路上，因为专注数
车轮，而忽视了车来车往的风险……这次活
动，让田女士很欣慰，豆豆对“大狼”的表演
很欣赏，还数次鼓掌。

当天，很多家长与田女士有同样的感
受。活动分上下场，中间休息10分钟。上半
场，“大狼”不遗余力地展示点叫、跳背、跨越
障碍等30多个技能，孩子们也从各种不关
心、心神游离转换到专注，并报以掌声。

下半场，孩子们已经跟“大狼”很熟悉
了。只见孩子们纷纷走上前跟“大狼”互
动，抚摸、喂食。琪琪也安静下来，他深情
地俯在“大狼”身上，专注地喂食，开始有了
“大哥哥”的样子。

活动还没开始，主人们就带着狗提
前赶到了。他们事先通过网上报名，
已经提交了部分信息。谢怡一见面就
能叫出部分宠物的名字，比如吉娃娃
犬“坦克”、阿拉斯加犬“菜菜”等。

考评课的第一个环节，要求每个主
人单独带领自家宠物随意展示，以便考
官观察狗与主人的配合默契程度以及
主人在训练狗时的态度，进一步筛选出
适合做治愈犬公益事业的狗狗家庭。

这些狗的性情不同，之前接受训练的
程度不同，表现也有所不同。在考评课的
第二个环节，狗狗们接受第一次专业的服
从性训练。它们被要求由主人用左手拉
着牵引绳（牵引绳长度有统一要求），在一
个圆形场地转圈，相互之间始终保持两米
的距离。这个技能听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有的狗活泼，走着走着就要离开，有
的狗比较懒，走着走着就不想动了，都需
要主人及时矫正。

第三个环节是训练狗的稳定性，这
是它们成为治愈犬的根本，也是最考验
新手的时候。在一声声“不许动”的指令
中，狗狗们不顾主人的面子，刚被要求不
许动，就跟着主人走起来，现场一度混
乱。黑白花的边牧犬“Puppy”是个特例，
它被指定位置后，一直原地不动，累了直
接趴下休息，为几米外的主人赚足了面

子。身材娇小的女主人说，她从未刻意
训练过“Puppy”，只是在遛狗的过程中，
经常因为口渴，在家附近的一个便利店
买水喝，因为便利店不让狗进，她就让
“Puppy”在门外等，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超
群的稳定性。

如果不出意外，经过必要的复训后，
“Puppy”等几只狗就可以参与下次的治
愈犬公益活动了。而“菜菜”虽然长着一
副憨憨的表情，看上去很有人缘，但当天
表现不是特别出色，服从性和稳定性都
需要继续训练。还有柴犬“汤圆”，因为
服从性稍差，有待观察。

考评课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参与者
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哪怕自家狗的表现
不尽如人意，也希望通过专业训练使它
们最终成长为治愈犬，从而带领它们走
上公益道路。

时间：4月11日下午
地点：河北区中山北路某自

闭症儿童康复中心
活动内容：与自闭症儿童的

融合互动

第二个现场

时间：4月13日上午
地点：西青区某训练场所
活动内容：对刚刚加入治愈

犬团队的宠物和主人进行考评

第三个现场

小资料

治愈犬也叫陪护犬、精灵抚慰
犬，多在养老院、疗养院、儿童治疗中
心等场所工作。经过特殊训练，它们能
够通过与人进行肢体接触来安抚人的
情绪，能对人起到陪伴和精神抚慰的
作用。治愈犬的选择对犬种没有
限制，要求身体健康、性情稳
定、喜欢与人亲近。

皓天

（宠物行为训导师）

唐果果

（海归研究生）

于长镝

（退休会计）

时间：3月31日上午
地点：北辰区津围公路旁某

亲子乐园
活动内容：“星语心愿——

每个生命都出彩”2024年世界
孤独症日主题公益活动

第一个现场

虽然是孤独症日主题公益活动，但主
办方天津市宜童自闭症研究服务中心采用
“破除标签 自然融合”的方式，没有进行普
教家庭和自闭症家庭的互助配对，而是让
孩子们自由交流。现场参加活动的自闭症
患儿家长赵女士说，她很喜欢这样的形式，
能够与正常孩子无差别活动，对于自闭症
孩子来说是难得的融合机会。虽然因为人
多、紧张，孩子未能摸到自己喜欢的狗，但
家长还是很欣慰。

现场来了100多名幼儿和家长，他们摆
出市集，将玩具、书籍等出售，欢笑声、叫卖声
不绝于耳。正式活动还没开始，几只治愈犬
就被小朋友和家长团团围住，抚摸、喂食，每
只狗都要不停地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互动，
一直情绪稳定。

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舞台瞬间被围得
水泄不通。治愈犬与其主人整齐有序地站在
台上，依次表演敬礼、握手、趴下、转圈等技能。

萨摩耶“奶糖”第一个出场，女主人唐果
果发出指令：“趴下，趴下。”“奶糖”抬头巡
视了一番，走到台下，趴到观众中间。小朋
友们一片欢呼，纷纷把手伸向它。“奶糖”顺
从地接受抚摸，直到第二只狗开始表演，才
在主人的带领下离开。

秋田犬“雷欧”表演了稳定技能，主人离
开好一会儿，它仍然在舞台中间端坐不动。
通过主持人的介绍，人们得知，“雷欧”曾被人
遗弃，被现在的主人收留后，经过训练，成为
优秀的治愈犬。

法斗犬“大福”表演的时候，小朋友们纷纷
到台上摸它。“大福”耐住性子互动，不时调整方
向，让孩子们摸得更顺手。治愈犬团队领队谢
怡现场解说：“小朋友们，请顺着狗狗的毛抚摸，
感受它们的呼吸，是不是能够感受到狗狗的友
好和善意？”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回答：“是！”

表演持续了约1小时，分散活动时，治
愈犬还继续与小朋友们互动，队服上“治愈
犬”3个字格外引人瞩目。该中心的付榕老
师说，今年自闭症日的主题是“全生涯服务
全方位关爱”，治愈犬作为一种辅助疗法的
引入，对于自闭症儿童和家庭来说是一种创
新性的关爱方式。自闭症患
者的家长都承担了巨大的压
力，治愈犬在治愈孩子的同
时，也在治愈家长。

志愿者 他们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