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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亮我叫李亮我叫李亮，，，照亮照亮照亮‘‘‘星空星空星空’’’的亮的亮的亮”””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李亮是一名体能训练师，这些年，他带过不少孤独症患儿。他发现，对于“星儿”们来说，适当的体能训练不仅能

够提升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对改善行为模式、增强社交技能也有帮助。

从今年3月起，每到星期三，李亮不惜推掉客户，也要往公园跑，免费为“星儿”们进行体能训练——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买一
件看似没有实际功用的小商品……

眼下，悦己消费正在年轻人中间流
行起来。

悦己消费正流行悦己消费正流行悦己消费正流行
本报记者 尹 超 摄影 魏志广

为孩子打开童话世界的大门为孩子打开童话世界的大门为孩子打开童话世界的大门

每天傍晚 6点，直到和最后一
位小读者道过别，郭月才会关上绘
本馆的大门。打扫卫生，整理书
架，细心地为每一本使用过的绘本
进行消毒，然后再将这些绘本分门
别类放回到书架上……等她忙完所
有工作，月亮已悄悄爬上枝头。

38岁的郭月经营绘本馆已经3年
了。她从小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家里
没有电视，哥哥隔三差五从学校带回
来的儿童画报，让她对外面的世界有
了最初的印象。后来，郭月上中学、
读大学，阅读始终是她最喜欢的事
情。

2021年，为了方便照顾老人，
郭月辞掉外地工作，回到沧州准备
创业。有一天，她看到女儿手捧绘
本仔细阅读的样子，瞬间想到自己
小时候。她不禁感慨：“如果我小
时候也能像女儿一样，有看不完的
童话故事，那该多好啊！”

为了弥补这份遗憾，郭月开了
一家绘本馆。

可创业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尤其是在初期，房租贵、客户
少，郭月经常三五天没有一毛钱
收入。

她尝试通过举办各类主题活动
吸引家长和孩子，有时也承办小朋
友生日会，到户外做室外故事会。

“起初，我觉得书最重要，但慢慢
发现，讲师更重要。因为相比其他
书籍，绘本更需要讲师赋予故事生
命力。”郭月说。

从那时起，郭月便经常外出学
习，参加各种有关绘本的沙龙讲
座。慢慢地，她积攒起了一批忠实
的小粉丝，由她主讲的绘本课，每
次都聚满了听众。

“虽然绘本馆的利润并不高，
但对我来说，却是幸福又甜蜜的事
业。看着孩子们睁着大大的眼睛仔
细聆听故事的样子，简直太治愈
了。希望这些绘本能变成钥匙，为
孩子们打开童话世界的大门。”郭
月说。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愿为情绪消费

“前几天，我趁网购平台搞活
动，一口气买了 6个手机壳。一个
月换一个，不仅瞧着养眼，心情也
跟着愉悦起来。”女孩张闻轩是一名

“00 后”，她的很多物品都是“月
抛”型的，比如手机壳、帽子、水
杯、钥匙扣、冰箱贴等。

在长辈眼里，这种消费习惯不
免有些浪费，但张闻轩又是出了名
的“精致省”，只在商家促销时才会

“囤货”。“我这些手机壳都不贵，最
便宜的只有 3 元钱，放一段时间
后，还会再用。其他物品也不贵，
都能根据季节和场合随时再用。”张
闻轩说。

张闻轩把频繁更换小物件当
作对自己的一种奖励。比如，学
习一天后，会买一块小蛋糕犒劳

自己。她觉得，通过一些小金额
消费，收获生活上的小确幸，非
常值得。

生活中，像张闻轩这样的年轻
人不在少数。

20岁的女孩岳睿琳说：“我特
别喜欢一个动漫角色，会收集与其
相关的所有衍生产品。”岳睿琳家里
有一面墙打满了柜子，柜子里摆满
了她的藏品。

她说：“不管心情多糟，只要看
到这些收藏，马上就能开心起来。”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
为自己的情绪和精神世界消费。在
面对来自学业、生活、工作等方面
的压力时，他们愿意通过消费缓解
情绪，从而达到悦己、解忧、舒心
的目的。

关关（化名）妈妈近来发现了一
件有意思的事情——每到星期二的晚
上，关关都特别开心，对第二天充满
了期待，准确地说，是对见到李教练
充满期待。

关关是一名孤独症患儿，他心心
念念的李教练叫李亮。

李亮今年 40岁。4年前，他在市
区开了一家体能馆，既当老板，也是
训练师。在接连遇到几位孤独症患儿
及其家长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能
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诗意与现实

李亮第一次知道孤独症是在 3年
前。那时，他的体能馆已经营业一年
多时间，有几十名长期学员。

有一天，李亮刚上完课，一位领
着孩子的老人找到了他。老人是孩子
的奶奶，她把孩子领到李亮面前，怯
生生地问了一句：“这样的孩子，您收
吗？”

李亮大学期间学的是体育教育专
业，毕业后在教育机构当过几年老
师。他自认为，无论哪个年龄段、什
么脾气性格的孩子他都能搞定，然而
老人接下来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眼
前这个孩子有多么与众不同。

“老人说，孩子叫小光 （化名），
患有孤独症，已经 5岁了，体能特别
差，不会跑跳，上下楼总摔跤。为
此，祖孙俩去过很多训练机构，但对
方要么不收，要么只教了一节课，就
把学费退了回来。”听到这些，李亮不
免心疼起来，尤其在得知老人在门口
看了一个多月才鼓起勇气走进来，他
决定收下小光。

孤独症患儿有一个诗意的名字——
“来自星星的孩子”，然而第一节课仅
仅上了几分钟，李亮就深深感到，照
顾孤独症患儿的过程毫无诗意可言，
甚至充满了痛苦和挣扎。“起初，小光
怎么都不愿意进教室，哭闹，耍脾
气，情绪特别糟。我试图过去抱他，
手臂刚伸过去，就被狠狠咬了一口，
伤疤到现在还清晰可见……”3年过
去了，对于那堂课，李亮至今记忆犹
新。

“想要帮到小光，就得更深入地了
解孤独症。”为此，李亮不仅在网上查
找资料，还到医院里向医生请教。“医
生说，这种病没有特效药，智力障
碍、社交障碍、行为刻板、兴趣狭
窄、情绪异常等表现会伴随大多数患
者一生。”李亮说。

点亮“星空”

李亮把更多精力花在了小光身上。
很快，3个月过去了，小光的身

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更
让李亮和小光家长感到意外的是，小
光的行为模式和社交能力也有所改观。

这意外之喜很快就在圈里传开，
陆续又有六七位家长将孩子送过来。
这些孩子和小光一样，都有过被退学
的遭遇。而如今，一片片原本昏暗的

“星空”被相继点亮，李亮也在这一过
程中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今年 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李

亮看到一条为孤独症患儿寻找公益体
能教练的短视频，视频发布者就是沧
州市星月社负责人王平。当得知星月
社是一个由 400多个孤独症家庭组成
的民间公益团体后，李亮立刻与王平
取得了联系。

从那以后，李亮推掉了不少客
户，只为保证每个星期三都能为“星
儿”们进行体能训练。

为了给“星儿”们营造良好的社
交环境，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除非遇到恶劣天气，李亮都会把训练
场所安排在户外。他甚至提出，训练
时不需要家长陪伴，家长们只远远看
着就好。

起初，家长们都觉得，这几乎是
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陌生环境会不会
让孩子感到焦虑？”“离开家长的陪
伴，孩子能不能适应？”这些都是未知
数。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李亮的第一堂公益课来了 8个孩

子，都是中度、重度孤独症患者。有
的孩子不进场地，有的干脆在地上打
滚儿，还有的四处乱跑……

家长们谁也没有走远。他们生怕
孩子不听话，惹恼了教练，继而失去
这个难得的机会。可出乎他们意料的
是，李亮仿佛有股神奇的力量——一
个紧紧的拥抱，一句温暖的鼓励，不
一会儿工夫，孩子们就排好了队。

李亮大声鼓励道：“这不就是正常
队伍嘛！”这句话，既是说给孩子们听
的，更是说给家长们听的。

用爱浇灌

从一开始的笼式羽毛球场，到现
在的开放式门球场，“星儿”们对在陌
生开放空间的不适度越来越低，很多
之前跑跳能力偏低的孩子，已经可以
听从指令、自由奔跑。

很多人问李亮，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问题，“星儿”家长们就能回

答。
体能课时长一个小时，在这一个

小时里，李亮始终保持着微笑，站队
列时，他总是把直面阳光的方向留给
自己。他像朋友一样对待每一个“星
儿”，孩子们每完成一项训练，他都跑

过去抱一抱，像“太棒了”“抱一个”
“真好”这样的话，一节课能说上无数
次。

有一次，王平特意数了数李亮一
节课要抱几次孩子。“一个班 15个孩
子，每个孩子各抱了 8次。这些孩子
小的 8 岁，大的已经 17 岁，每次拥
抱，李老师都会大笑着把他们抱起
来，再颠一颠。”王平说。

这些，家长们都看在眼里，总
想着回报李亮。有家长提议到李亮
的体能馆上课，结果被李亮婉拒：

“没必要多花钱，只要每节公益课都
能坚持参加，再把训练计划做足，
就够了。”

不光“星儿”们喜欢李亮的体能
课，就连家长们也喜欢。“这是我第一
次完全放松地陪孩子参加课程，除了
拍照、鼓掌之外，什么都不用管。”说
话时，关关妈妈眼里含着泪。

又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星月社
公益体能班如期开课。这天，班上来
了几名新同学，李亮露出他标准的微
笑：“大家好，我叫李亮，照亮‘星空’
的亮。”

在平淡中挑战自己在平淡中挑战自己 知 言

一眨眼，2024 年已经过半。有
人感慨时间飞快，也有人抱怨生活平
淡无奇。

闹钟会在固定时段准时响起，上
班路途依旧熟悉单调，就连工作也好
似日复一日地不停重复……没有惊心
动魄的剧情，没有跌宕起伏的转折，
每天似乎都在重复着相似的节奏，平
淡的日子看起来着实有些寡淡。

于是，会有人喜欢追逐激情澎湃
的人生，向往那些充满冒险与刺激的
瞬间，但当我们静下心来重新审视生
活，便会发现，平淡的日子也是一种
挑战。

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任务，每
一次重复的操作，都需要我们保持专
注和耐心去完成。比如早起锻炼这件
小事，看似简单，但要想长期坚持也
并不容易。

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很多人都听
过。面对波澜不惊的生活，时刻保持
前进的动力，坚持自己的目标和理
想，这需要强大的内心力量。没有坚
定的信念，我们很容易在平淡中迷失
方向，陷入安逸的陷阱，放弃自我成
长。

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生活是否平
淡，而是要学会在平凡中发现美好、创

造乐趣，让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
培养一项新的兴趣爱好，为自己

设定一个新的目标，哪怕只是改变一
下日常的出行路线，都有可能让你发
现一家新的小店，领略到一处未曾留
意过的街景。

没有付出，何来收获？所有不曾
努力过的羡慕与抱怨，又有多少不是
盲目和浮躁的结果？

平淡日子并非是一种无奈的选
择，而是需要用心去面对的挑战，需
要我们用耐心去坚守，用毅力去突
破，用智慧去点亮，用积极的心态去
拥抱。当我们能够在平淡中坚守自

我，不断成长，便能在岁月的磨砺
中，铸就出坚韧的品质和丰富的内心
世界。

每段人生都是风景，都不应在厌
倦中错过，更不能因厌倦而萎靡。若
能如此，在下一个节点来临之时，你
会有理由骄傲地说：“我很自豪！因
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没有因平淡而放
弃努力，没有因波澜不惊而游戏人
生！”

▲每到
星期三，李
亮（左一）不
惜 推 掉 客
户，也要免
费为“星儿”
们进行体能
训练。

▲“星儿”们每完成一项训练，李亮都会
给予拥抱。

◀李亮带“星儿”们进行训练。

“好运喷雾”“树洞倾听”……
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上，富含情绪价
值的商品品类正变得丰富起来。这
些商品看似没有实际功用，却已然
成为受消费者喜欢的生活调剂品。
这种悦己消费，并非纯粹的享乐主
义，也包含对个人成长发展的投
资。

6月 29日晚上 8点，29岁的李
慕然和朋友一起，来到位于南川老

街的运河书坊体验古法植物扎染技
艺。前不久，李慕然刚刚看到一段
关于古法植物染技艺的视频，特别
喜欢，当得知运河书坊有体验课
后，马上就带着朋友过来了。

看话剧、逛展览、上夜校……
有数据显示，当代年轻人在文化方
面的消费比重不断增加。通过文化
类消费丰富精神世界，成为年轻人
的又一追求和选择。

丰富精神世界

前段时间，家住运河区御河新
城小区的于茜，和朋友去球馆打了
一次羽毛球，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每个运动中的人，脸上都是轻
松愉悦的表情，参与其中也会被感
染。我性格内向，喜欢上运动后，
人都变得开朗起来了。”于茜说。

为此，她购置了成套的运动装
备，“这波投资值。”

羽毛球、飞盘、骑行、滑雪……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把时间和金
钱花在体育运动上。

有人这样形容当下年轻人的消
费心态——“千金难买我乐意”。

“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买一件
自己喜欢且价格合理的东西，也许

它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每次看到
它都会感到开心，这就值了。”张闻
轩说。

心理专家说，悦己经济的本质
是给自己加油打气、纾解情绪，从
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从“月
抛”到“精致省”，从读书学艺到体
育运动，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生
活方式，也有为之消费的理由和需
求。但作为消费者，还是需要根据
自身条件理性消费，莫要在各类花
式营销中迷失自我。

热衷体育运动

逛展览逛展览、、看话剧看话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文化消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文化消费。。

生活中的小物件随时更换，热衷参与文化活动……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乐于为情绪而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