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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省从制度
设计、环境支撑、创新实践、工作格
局等方面立柱架梁、支撑发展，通过
持续创新，不断完善助残服务体系，
提升了残疾人小康生活的成色，打造
了助残事业的福建名片。

“ 残 疾 人 事 业 是 春 天 的 事
业”——早在1990年，时任福州市
委书记的习近平曾这样说道。如今，
福建省交出了一份“春天事业”的温
暖答卷。

让“政策礼包”变成“幸福红包”

从超市职员、印刷厂小工、小卖
部老板到牵头成立福建省首家残疾人
互助合作社，在勤劳创新致富观念的
引领下，在各级帮扶和政策红利的助
力下，南安市残疾人林连生带领向阳
乡的 145户人家走上了创业致富之
路，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早在2012年，为了施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福建从
兜底民生保障、全面脱贫攻坚、合法
权益维护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
定，逐步理顺机制、贯通体系、提升
能力，稳稳地托起了残疾人的幸福
感。“十三五”期间，福建省级（含
中央）投入残疾人事业资金多达36.6
亿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
也不能少。近年来，福建省相继出台
多项政策，建立健全助残脱贫工作机
制。2019年底，全省6.63万名建档
立卡贫困残疾人实现全部脱贫。

兜底保障是做好基本民生改善的
第一要求。2021年度，福建省残疾
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均超过 95%；
纳入低保和特困的残疾人22.08万；
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超过73.56万人
次；为66.61万名残疾人参加意外伤
害保险提供资助，为 3.43万户 7.22
万名残疾人发放“一户多残”补贴。

残疾人小康生活的成色如何，不
断丰富拓展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是
最好的注脚。

随着 《“健康福建2030”行动
规划》《福建省贯彻国家残疾预防
（2021-2025年）实施方案》等的发
布，福建不断加大更高质量的制度建
设和服务供给，让“政策礼包”变成

“幸福红包”。

教育是起点，就业是关键

13 岁时逐渐失去视力的吴可
彦，在人生最灰暗的那段日子里，获
得了政府、社会和家庭的诸多关爱。
他上了大学，有了工作，还成为福建
省“90后”第一位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用文学点亮了生命之光。
帮助残疾人从救济走向自强、从

接受走向回馈，教育是起点，就业是
关键。

福建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0
年来，福建省特殊教育发展体系更加
完善、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持续提
高，实施残疾儿童青少年15年免费教
育和资助政策。2020-2021学年，全
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残疾学生2.73万
人，残疾儿童入学率超过99%，1962
名残疾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就读。“扶贫
助残大学圆梦行动”累计资助3529人
次，金额达 2092.6 万元。仅“十三
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24.13亿元专
项用于提升特殊教育整体水平。

10年来，福建省将促进残疾人形
式就业、农村困难残疾人就业创业、
就业奖励补贴政策落实、职业培训等
综合施策、一体推进，还在教师资格
体检、中医资格考试等为残疾人畅通
制度障碍。10年来，全省新增残疾人
就 业 114746 人 ， 城 乡 培 训 192042
人，完成任务指标连续多年走在全国
前列。

与此同时，福建省还加强无障碍环
境建设，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10年
来，全省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4.33万户，投入资金3.02亿元。

扶残助残的新风尚正在八闽大地上
蔚然成风。10年来，仅福建省残联主
管的助残社会组织就募集善款善物近
5.75亿元，实施了“农村贫困残疾人安
居工程”“关爱残疾儿童行动”“金秋助
学”“爱的循环”“同人i就业”等十余
个公益助残项目，受益残疾人达68.69
万多人次。

康复工作不断突破

福建南平的脊髓损伤患者叶青多方
求医，曾被医生判为不可能康复。是一
场生活重建训练营彻底改变了他，他学
会了借助轮椅实现基本生活自理，自信
地走向社会，还成了一名同侪教练。

2019年来，福建省“脊髓损伤者生
活重建训练营”成功举办了6期，一大批
像叶青这样的人士实现了“自助-人助-
助人”的人生转变。

近年来，福建省残疾人康复工作不
断取得突破。2016年以来，福建省在全
国率先出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儿
童人工耳蜗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
具适配等普惠性制度，推动29项医疗康
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同时颁
布《政府购买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指导
意见》，不断探索精准康复服务多元化供
给模式。

与此同时，福建省不断加大对全省
各级各类民办康复、就业、托养等社会组
织发展的鼓励扶持力度，广泛开展政府
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工作，社会化、多元
化的残疾人服务供给机制逐步形成，截
至2020年，孵化培育各类残疾人服务机
构1179家。

2021年起，福建省残疾儿童救助年龄
范围扩大为0-17岁，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
不超1.5万元提高为1.7万元，有效减轻了
全省3万余名残疾儿童所在家庭的康复费
用负担。自2018年起，该省残疾儿童救助
人数从每年不到5000人增加为1.6万人，
救助资金从每年不到5000万增加为2.2
亿。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数由2017年
12.1万人增加至2021年30.7万人。

以创新持续提升助残服务

纵观福建省残疾人事业近年来的发
展，“创新”是关键词，服务下沉基层
是重要变化。

在福建，县级残疾人服务设施实现
了基本覆盖，同时还建成了76所省级
公办“福乐家园”，助力残疾人康复和
托养。尝试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
里”的爱心助残驿站工作正在进行。福
建还实现了省、市、县三级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实现全覆盖，在全国率先搭
建“968891”服务平台，打造“法援
惠民生·关爱残疾人”品牌。

从首创到坚持，福建连续举办7届
海峡论坛·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
12届“闽台残疾人文化周”等活动，
扩大了残疾人事业的“朋友圈”。

数字赋能为拓展残疾人服务带来更
多的“数字福利”。云客服、直播带
货、网约配送等数字经济的新业态，为
残疾人就业开辟了广阔前景。全省以

“龙岩搏赢残疾人电商培训就业孵化基
地”为龙头的新业态基地已达263家，
从业残疾人达 1.2 万人。残疾人证、

“两项补贴”实现“跨省通办”“全程网
办”。此外，福建还推出了持证残疾人
及符合条件的同户监护人群体通信资费
5折优惠专属措施；福建残联联合福建
联通共建“福建省残疾人联络员管理平
台”。数据多跑路，残疾人少跑腿，日
益成为残疾人美好生活的新常态。

“考卷常新，本色依旧。未来 10
年，共同富裕的新考卷已然铺开，且待
我们躬身力行，踔厉奋发。”福建省残
联相关负责人说。

一份“春天事业”的温暖答卷
——福建省多措并举推进残疾人小康生活进程

本报记者 顾 磊

“谢谢你们修好了我的轮椅，没有
它，我上不了班，做不了任何事情。”面
对冒雨赶来的辅具维修人员，福州市
的残疾人小丁十分感动。

这是福建省同人助残志愿者服务
中心（简称“同人助残”）服务中出现的
一幕。该机构有着33年助残服务历
史，长期回应残疾人的呼声，开发系列
助残志愿服务公益项目，成为残疾人
的贴心伙伴。

有爱无碍，行动无忧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同人助残发
现，随着残疾人活动空间扩大，个性化
定制、维修等辅具相关需求在增加。
为此，同人助残设立了“爱的循环”辅
具公益服务项目。

2016年3月9日，29岁的甘肃截
瘫小伙权鹏慕名来到同人助残辅具维
修点。他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
勇气，手摇轮椅从北京到福州，行走了
566个日夜。轮椅许多地方磨损严
重，维修点的工作人员对轮椅的大轮
和小轮进行了维护和检修，并添加了
润滑油。权鹏试用后，非常满意。

家住福州市鼓楼区的二级重度肢

残人宋阳（化名）从轮椅转移到浴凳上特
别不方便，洗澡时总是害怕摔倒在地。
项目小组技术员把旧轮椅底座和靠背更
换成防水的尼龙板，成功为他改制了一
部安全方便可移动可用于沐浴的轮椅，
这让宋阳喜出望外。

为了让更多辅具需求者能够得到服
务和帮助，项目工作人员多次开着残疾
人代步车，往返60多公里为一对脑瘫儿
童送去助行器；往返上百公里为瘫痪在
床的残疾人朋友送去康复器材……8年
多来，“爱的循环”项目共计完成免费借
用、维修服务、辅具回收、个性化定改制
等服务1.2万人次；入户上门志愿服务
700多人次，节省社会资金300多万元。

近年来，随着福建省辅具资源中心
开展的“辅具流动车百乡行活动”不断深
入，同人助残的辅具公益志愿服务足迹
也踏遍了八闽大地，打通了辅具维修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

助人自助，重塑人生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同人助残开发
了“同人i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项
目，对全省残疾人开展系统的网络电子
商务职业技能培训，内容包括电商客服、

创业、图片处理等技能培训。
为了给予学员以更有力的支持，同

人助残还设立了“同人i就业”专项支持
资金，免息借贷给就业初期在外独立生
活、租房、吃饭等有困难的学员；为行动
不便、又没钱购买辅助器具的学员免费
提供电动代步车、轮椅等各类辅具借用
服务等。

香香是培训班的一名优秀学员。她
双腿瘫痪，平日靠两张小板凳艰难地挪
动。参加培训后，她学会了电商客服的基
本技能，成为福州一家电商企业的居家客
服工作人员。第一次拿到工资后，香香拎
着一小袋水果来到同人助残办公室，她
说：“这是我凭自己的本事赚到的第一笔
收入，一定要请你们大家吃水果。”

据了解，近年来，“同人i就业”项目
共计培训全省各地残疾学员 810 名，
70%以上的学员实现了创业、就业梦
想。21%的受训重度残疾人实现居家就
业的梦想。

爱相伴，情常在

“你们快来看呀，这是我孙子的大学录
取通知书哟。”今年夏天某日一大早，阿明
老婆婆就守在了同人助残办公室的门口，

把红彤彤的大学录取书，直往大家手里塞。
老人家的孙子小明是同人助残“爱

相伴”视力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志愿服务
项目的受益者。这个项目是同人助残于
创始初期就一直坚持开展的。

多年前，为了让学龄前残疾儿童有
机会走入校门，同人助残发起了该项目，
利用爱心企业捐助的款项，通过康复服
务尽可能地恢复他们的肢体功能，帮助
他们走进校园学习。

为了全方位提供支持，同人助残先后
组建了150多对“一助一志愿服务”小组，
入户到残疾人家里，提供助学、康复、心理、
卫生、医疗、娱乐等多种服务，全程陪同他
们成长。小明在治疗与康复后，走进了校
门，服务小组继续帮扶他的学业和健康成
长，十几年持续相伴，终于帮助他考上了心
仪的大学，实现了大家共同的期盼。

高位截瘫女孩陈平，由于长期卧床，
致使腰部和大腿有褥疮，难以愈合。服
务小组在征得其家人同意后，联合江西、
江苏、福建、浙江等地的公益组织和爱心
人士为她筹集了10余万元的医疗费用，
帮助她去南京治疗，为她提供生活费用。

“未来，助残志愿服务的道路依旧漫
长，我们要努力前行，为更多残疾人朋友
提供帮扶。”同人助残负责人说。

福建省“同人助残”：用爱相伴 用心服务
本报记者 顾 磊

马玉明是甘肃省渭源县祁家
庙镇露巴村的一名村医，为村民
看诊，定期入户随访是他重要的
工作。祁家庙镇的老年人，尤其
是高龄、空巢、独居、患病老年人
的健康状况备受他的关注。“入户
时间长了，我觉得签约的村民就
像家人一样重要。”马玉明说。

自甘肃省渭源县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工作后，马玉明就成了祁
家庙镇露巴村1000多名村民的
签约医生。以前入户随访时，设
备都是手动的，使用起来不方
便，如今用上了“健康帮扶”项
目捐赠的健康一体机，许多行
动不便的老人在家中就能看
诊，联网状态下可实现无纸化
签约和建档。

“健康帮扶”项目由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与江苏恒瑞医药集团
共同发起，旨在通过互联网技术、
智能医疗设备和持续本地化运维
服务，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搭
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

健康一体机是项目捐赠智能
医疗设备清单中的一项，捐赠清
单中还包括智能医卫车、智能终

端大屏一体机、智能远程一体机等
智能医疗设备，帮助患者实现小病、
常见病、紧急突发情况就地就近治
疗，避免拖成大病、重病。

2022年6月，礼县雷坝镇魏磨
村的产妇刘文文恶劣天气和交通堵
塞无法前往县医院分娩，镇上卫生
院村医当即决定以远程会诊的方式
与礼县中医医院产科大夫连线接受
指导，并于第二天凌晨帮助刘文文
顺利生产，母子平安。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
表示，“健康帮扶”项目捐赠的智能
医疗设备、分级诊疗医生工作站系
统平台、平台运维和医务人员培训
等运营服务、乡镇智慧医疗中心和
会诊中心的场地建设等一系列项目
内容，提高了甘肃省积石山县、渭源
县、礼县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提升了
健康意识。

据悉，截至目前，“健康帮扶”
项目在上述三县已全面完成“县乡
村”三级网络建设任务。接下来，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将在第二批
项目县陕西省清涧县、佛坪县，湖
南省永顺县启动项目建设，服务基
层群众。

“健康帮扶”项目：

让村民享受“家门口”的优质医疗资源
本报记者 郭帅

今年6月，“同人i就业”电子商务培训班学员参观残疾人事业展示厅。

本报讯（记者 顾磊）湖南省
民政厅联合中共湖南省委组织
部、省财政厅日前出台《关于支持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意见》
(简称《意见》)，提出积极推进全
省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到
2023年全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实现全省
70%以上的街道（乡镇）至少有1
个枢纽型和支持型社区社会组
织，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
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
拥有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

《意见》明确，要重点培育社
区协商类组织、社区和谐类组织、
社区服务类组织、社区文体类组
织、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等五大
类社区社会组织。

湖南省将从人、财、物3个方
面给予支持，完善社区社会组织
各项支持政策。以市州为单位建
立社区社会组织“骨干人才库”，
建立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制
度。支持符合条件的退休领导干
部在社区社会组织兼职（不得获
取薪酬和其他额外利益），为社区
居民提供服务。加大公共财政和
福利彩票公益金对社区社会组织
的支持力度，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将适合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的公共
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

目录。
此外，还将支持社区社会组织

承接相关服务项目，建立社区社会
组织综合服务平台，盘活闲置资产
提供给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
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有特色、
有实效的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10年来，湖南省通过
多方面措施，有效提升了社会组织
的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截至今年
9月，湖南省共有社会组织3.76万
余个，较之 2012 年增长了 84.7%
近年来“五社联动”（社区、社会组
织、社工、社会资源及社区自治组
织的联动）推进与提升明显。早在
2018年，湖南省即推出社工“禾计
划”，加快推进实现乡镇（街道）社
工站全覆盖。

去年7月，湖南省民政厅印发
《湖南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
项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21- 2023
年）》，从培育发展、规范管理、能力
提升、作用发挥4个方面实施16项
行动。方案还规定：“各地要争取将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基层政府绩
效考核、村（社区）‘两委’班子目标
责任考核、社区党组织书记年度述
职内容，形成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
系。”此次出台的《意见》，又从人、
财、物3个方面进一步为社区社会
组织的发展提供保障。

湖南出台《意见》——

推进枢纽型和支持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编者按：
继“云上看河南”之后，中国残联近期推出“云上看福建”活动，全面展现福建省近年来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成就。
在福建，残疾人事业发展相关的政策体系日趋健全，10年来孵化培育各类残疾人服务机构近1200家。三明市的盲人

按摩已成地方“名片”，漳州市的残疾人文创事业颇具亮点，龙岩市通过无障碍改造畅通了残疾人的就业之路……残疾
人事业发展的面貌正日新月异。

本期刊发福建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综述及有33年历史的福建省同人助残志愿者服务中心的创新服务故事，以此呼吁全
社会关爱残疾人，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

10月20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街道残疾人联合会开展了一场“十
美广宁庆盛会，齐心协力普新章”主题活动。本次主题活动由宣传党的二
十大精神、红色基因永相传及创城游戏大比拼3个部分组成，严谨的知识
展板学习、有趣的主题游戏，让现场的残疾朋友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受
益匪浅。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本报讯 中国平安、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机构日前联合
举办2022中国平安励志计划云
端宣讲会，邀请专家学者对本届
励志计划的“新市民”主题及金融
保险、科技健康和社会公益三大
赛道进行深入解读。

2022中国平安励志计划以
“城市新邻里，同燃青春梦”为
主题，激励青年学生围绕“新市
民”群体的需求痛点开展学术
研究，探索相关产品与服务解

决方案。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

长张华伟表示，未来，社会可以发挥
公益力量，对“新市民”子女、留守儿
童等进行精准帮扶，把关怀关爱送
入实践服务中。

据了解，2022年平安励志计划
设立总额近100万元的奖学金鼓励
青年追梦圆梦，目前活动已启动报
名。在决赛中脱颖而出的“最具应
用价值方案”，将获励志梦想启动资
金30万元。 （庆吉）

2022中国平安励志计划云端宣讲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