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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选择对罗洁雨进行采

访，是听闻今年她将离开生活

20 年的长沙，但是采访过后，

罗洁雨笑着告诉记者：“我其实

还没决定。因为每一次动了走

的念头，总是又泛起舍不得的

心绪，于是后来又停留了很久，

我太热爱中国了！”

在罗洁雨身上，我看到了一个

外国人对善的理解，她能够20 年

里不计报酬投身公益本身已足够

令人惊讶，而她口述中的轻描淡写

更加令我震撼与振奋。

当公益成为了人类共同的事

业，大家为了一个无法自理的孩子

共同奔走时，人性的无私如此生动

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位到了天

命之年的异国女性，将20 载光阴

完全汇入她认定的公益事业，在

异国他乡义无反顾，这是一种怎

样的精神呢？

罗洁雨太久没有与家人相见，

而且她接下来的生活也许并不能做

到衣食无忧，甚至还会为了生活四

处奔走，但我相信她的内心是无

比富足的。

或许有些人看不懂、读不明罗

洁雨的“执念”，但这种难得的善

良和无国界关怀弱者的精神却让

人觉得特别珍贵。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和伤痛还未消退，俄罗斯和乌克

兰的战争正在进行，而人们参与公

益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抚平历史的伤

痕，这关系着个体，也关系着全

人类。

纷争常发于国别，但是爱心没

有国界。

漂洋过海来帮你

从澳大利亚到长沙，她志愿照顾孤残儿童20年
皮肤白皙、一头金发，说话时满面笑容的罗洁雨（Karen Norman）坐在长沙市第一社会

福利院彩虹残疾人士服务中心的办公室里，眼睛盯着电脑查看着各种消息，偶尔抬起头来，
目光穿过办公桌上的隔板，注视着前方密密麻麻的中国孩子的照片。

这是一位十分执着的“老外”，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来到中国，辗转到长沙，在长沙市
第一社会福利院停下脚步，用善良与爱心为这里的孩子们传递温暖。作为 ICC（国际关心中
国慈善协会）的社工，20 年来，罗洁雨手把手为当地培训大量护工，服务了很多孤残儿童，
从未领取一分钱工资。今年 51 岁的她，见证着中国社会福利事业 20 年来的发展，也用行动
证明了善举可以漂洋过海，跨越国界。

每年 3 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是“世界社工日”。今年世界社工日前夕，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采访了这位名副其实的“世界社工”，听她讲述“漂洋过海来帮你”的暖心故事。

出生于1990 年的华华（化

名）是一名被遗弃的患有重度脑

瘫的女孩，小时候，华华完全无

法进食任何固态食物，只能饮用

牛奶来补充营养，罗洁雨和长沙

市彩虹残疾人士服务中心的同事

们一直抚养着她。长大成人后的

华华在开福区爱希会残疾儿童

服务中心工作，日常帮忙处理着

服务中心的资料、照片，她常常

和罗洁雨交流工作的情况。

让更多像华华这样的孤残孩

子，能够独立生活和工作，这是

罗洁雨最期望的事。

在长沙坚持 20 年为孤残儿

童服务，罗洁雨感慨颇多。她记

得最开始来长沙时，在公共场所，

也很少有为残障人士服务的设施

设备。她带着脑瘫儿童一起上街，

一起吃饭，一起去公园游玩，总

会有很多异样的眼光盯着他们，

甚至有人指指点点。

而现在的长沙，可以看到很

多为残疾人设立的公共设施，罗

洁雨告诉记者：“在地铁站、高

铁站，在超市，在公园，他们能

够很便利地上下楼，有很方便的

残障卫生间，这是很明显的改变。

中国政府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投

入并建设这么多帮助残障人士的

公共设施，这是我非常钦佩的，

其他国家很难做到。”

社会和公众对待残障人士的

态度和行为也在不断改善，现

在罗洁雨带着残障孩子出去，

行人不会再投来奇怪的目光，

大家不会再用异样的目光看待

他们。同时，选择从事与公益

相关工作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

“在长沙，我知道有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关注公益事业，并愿意

付出努力，他们做得很棒。”罗

洁雨告诉记者。

20 多年来，罗洁雨都是以志

愿者的方式义工的身份来做公

益事业，这就意味着她 20 年来

没有一分钱劳务收入，只有依靠

社会募捐和政府帮助来维持基

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她在长沙租

房居住，生活俭朴，有一只名叫

Rainbow 的宠物狗陪伴自己，偶

尔会和朋友们在家中聚餐做饭，

包饺子。她告诉记者，在中国

20 年，她也曾经多次考虑过回国，

“主要是太久没有见到家人，而

且我年纪也大了”。但每次看到

孩子们不舍的眼神，她就又留了

下来。

“孩子们需要我们的爱。”罗

洁雨说。 

罗洁雨告诉记者，在当时，

针对残障儿童的训练和康复，澳

大利亚的方法和理念较为先进。

在长沙市彩虹残疾人士服务中

心，她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

把这些方法和理念原原本本地

教给中国护工，推动他们的护理

技能更新。

“我刚来的时候，有些孩子

癫痫病发作时，他们（有些护工）

会把毛巾等一些东西塞到孩子的

嘴里。”这让罗洁雨感到十分惊

讶，她告诉记者，这是很不科学

的做法，“当时的护工获取护理

技能的渠道很有限，大多都是道

听途说，没有科学的依据。”

最早的时候，护工们所掌握

的心肺复苏术，是进行五次胸

外按压，再进行两次人工呼吸，

而罗洁雨从国际上得知，更新更

好的心肺复苏术的方法，是进行

三十次按压后再进行两次人工呼

吸，掌握了更新更先进的技能后，

她就系统化地教学给护工。

“她的训练方法时常都在升

级。”曾和罗洁雨一起带队多年的

长沙市彩虹残疾人士服务中心主

任李明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罗洁雨为中心带来了很多宝贵的

护理经验，很有爱心的她，还通

过国际医疗资源救助了很多孩子。

在罗洁雨刚来的 2000 年初，

远程医疗还很难实现。2006 年，

罗洁雨在衡阳的“春天服务中心”

工作时，遇到了一个出生时罹患

巨型脐膨胀出，内脏基本都裸露

在体外的孩子，罗洁雨试图带着

他求医，在衡阳本地找了两家医

院，得到的回复都是“没见过”

或“没办法”。

罗洁雨就通过远程医疗的模

式，把孩子的检查资料通过计

算机网络上传，请国际与国内的

医生共同诊断，得知湖南省儿童

医院有经验丰富的医生，最终孩

子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接受了手术

治疗，康复长大。

还有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的孩子，罗洁雨带着他到上海进

行手术，两个月的时间，罗洁雨

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着病患孩子的衣食住行，最终这

个孩子也手术成功，康复长大。

作为 64 个员工的“老外主

管”，罗洁雨不仅要有条不紊地

处理管理工作，还经常在医务

室帮忙照顾生病的孩子，有时还

需要联系其他城市的 ICC 同事，

寻找条件优越的医疗机构对患

病儿童进行治疗。“为孩子们提

供爱、希望、机会。”罗洁雨说，

这是她工作的宗旨，也是她远渡

重洋来到中国的初衷。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朱泓江

从澳洲护士到中国“老师”

罗洁雨的家乡，在澳大利亚

南部的港口城市阿德莱德。她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阿德莱

德跟长沙很像，也有一条母亲河

在城中穿流而过。

读中学时，罗洁雨从大量的

图书资料里了解到中国的信息，

对这个远方的美丽国度产生了向

往。2000 年，在澳大利亚一家

儿童医院病房当护士的罗洁雨从

朋友口中得知国际关心中国慈善

协会将在中国组织一次短期活

动，她立马报了名。

“当时，我只是从课本和资

料里得知中国的样子，其他的我

并不熟悉。”罗洁雨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具备医疗看护技

能的她来到中国后，被安排在长

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工作。

始建于1951 年的长沙市第

一社会福利院是一家集弃婴残

儿收治、“三无”老人和社会老

人养护于一体的综合型公办社

会福利机构。20 年前，长沙的

福利院护工人手极少，条件有限，

初来中国的罗洁雨主要负责孩子

的日常看护，照顾着孩子的起居，

时常陪伴孩子们康复训练。

两个月后，罗洁雨离开长沙，

回到澳大利亚继续工作。“回来

之后，我总是想起长沙市第一社

会福利院的孩子们和我在一起开

心玩耍时的笑声。”罗洁雨告诉

记者，当时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

院的设备和康复技术还不算完

善，“我觉得同样都是孩子，应

该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关爱，所以

之后我很快选择了再次来到中

国，成为一名常驻的医疗培训师，

用我的专业技能，帮助更多的孤

残儿童。”

2002 年 6 月，罗洁雨又来

到了中国。为了更好地在长沙

工作和生活，她首先在湖南师

范大学的语言班学习了一段时

间的中文。因为她的本名是

Karen Norman, 而“Karen”在英

文里的含义是纯洁，所以，湖南

师大的老师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

字——罗洁雨。

再来中国，罗洁雨担任长沙

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和国际关心中

国慈善协会的合作项目——长沙

市彩虹残疾人士服务中心的培训

师和项目主管。作为一家公益机

构，长沙市彩虹残疾人士服务中

心致力于为残疾人士提供康复、

教育、医疗和护理等项目服务。

她正式从澳大利亚的一名护士，

变成了长沙市彩虹残疾人士服务

中心的“罗老师”。

为孩子们提供爱、希望、机会

见证长沙残障公益事业 20 年

■记者手记

爱心没有国界

罗 洁 雨
在 教 孩
子 包 饺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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