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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重庆、四川等多地遭受
暴雨袭击，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7月
3日，国家防总对重庆等省份启动防汛
四级应急响应。7月4日，国家减灾
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
急响应。

针对各地受灾情况，多家公益机
构在第一时间联合合作伙伴，在洪涝
受灾地区配合当地政府展开救援并发
放物资。

7月4日上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
金会分别启动对重庆万州区、云阳县
的救灾响应，多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前往一线。7月5日，壹基金联合爱心
企业启动“净水24小时”应急饮用水
救援机制，就地调配2.4万瓶饮用水，
并于当天下午紧急送达万州区，向受
灾严重镇街群众发放。

7月6日，壹基金调配的第二批捐
赠物资送达重庆，包括204个夏季温
暖包、396个救灾温暖箱。6日当晚，
壹基金在救援一线的公益合作伙伴根
据实际需求，将物资分别转运往万州
区长岭镇、龙驹镇、五桥街道以及云
阳县高阳镇。7月8日，这批物资已全
部送到受灾群众手中。据了解，截至7
月9日，壹基金已在安徽、四川、河
南、云南、辽宁、重庆、广西、陕西
等地启动12次救灾响应，为受灾害影
响的群众发放救灾温暖箱、夏季温暖
包、粮油包、饮用水等物资，帮助大
家缓解灾后困境、渡过难关。

7月4日，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联
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启动紧急救援
行动，派遣属地救援联盟队伍第一时
间分别赶赴重庆万州、四川泸定县海
螺沟受灾区域，走访调查了解灾情，
协助当地群众排除险情。根据受灾群
众需求，救援队紧急向当地发放一批

矿泉水和方便面，并为受灾群众提供
急需物品，尽可能减少洪灾给当地居
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7月6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灾
工作组抵达重庆洪涝灾区，与重庆
市、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进行工作
沟通，详细了解灾区需求和红十字会
参与救灾救援情况。6日至8日，工作
组先后深入万州区、长寿区、綦江区
等地查看灾情，前往安置点慰问受灾
群众，看望参与救援工作的红十字志
愿者，回访物资发放情况。

截至发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
急调拨3000个赈济家庭包、3000条
毛巾被、3000件冲锋衣，已全部运抵
灾区并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工作组
表示，将密切关注水文、气象动态，
继续指导重庆各级红十字会做好受灾
群众救援救助工作。与此同时，四川
省红十字会按照中国红十字会西南协
作区应急会商意见，援助重庆灾区夏
季家庭包500个，部署西南协作区救
援力量继续做好备勤准备。

近期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先
后响应多地暴雨洪涝灾害救援，支持
人道救援网络伙伴在一线开展救援行
动。卡特彼勒基金会了解灾情后，启
用“备灾减灾基金”，携手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援助灾区人道救援应急箱、
矿泉水等救灾物资，助力受灾群众的
基本生活物资保障。

除了积极救援川渝洪涝灾区外，
多家公益机构还在湖南省古丈县、陕
西省镇巴县等洪灾地区展开了救援工
作并发放物资。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助力受灾群众的基本生
活保障，同时密切关注当地汛情，加
强防范应对准备。

多家公益组织救援南方洪涝灾区多家公益组织救援南方洪涝灾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舒迪舒迪

本报讯（记者 顾磊）7月8
日，由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
促进会等机构联合评选出的2022
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助残
新闻人物在京揭晓。

马寅青、王妙等10位同志
获得2022年度残疾人事业新闻
人物称号；“益起初发”助残公
益团队以及孙龙飞、徐志新等9
位同志获得2022年度助残新闻
人物称号；丁姣、牛钰等10位
同志获得专家提名“2022年度
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称
号；马永庆、王东杰等10位同
志获得专家提名“2022年度助
残新闻人物”称号。

推荐的残疾人事业新闻人

物事迹感人，他们自强不息、
顽强拼搏、舍己为人、乐善好
施的高尚品质，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具体体现。助残新闻人物以
真挚的博爱情怀、无私的大爱
善举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
残疾人排忧解难，帮助残疾人
突破障碍、融入社会，体现了
团结互助、友爱和谐、无私奉
献的道德风尚。

活动中，与会者一致呼吁，
希望社会各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
残疾人事业，欢迎更多爱心人士
加入扶残助残行列中，与广大残
疾人兄弟姐妹携手共创更加幸福
美好的明天。

2022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
助残新闻人物揭晓

店内排起了长队，却丝毫不觉嘈
杂与喧嚣，点单顾客心照不宣地用手
势与咖啡师进行交流，咖啡师也以手
语传递着感谢和温暖。

这一幕发生在江苏省苏州市姑苏
区平江路上的寒香会社内，这里是全
国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全省首
批残疾人文化创业基地，也是姑苏区
政协“融入式协商·爱无碍”委员工
作室的所在地。

从2008年创立之初的残疾人活
动场所少有人问津，到现在发展成残
疾人技能培训、文艺创作、作品展示
的平台，政协委员扶残助残的脚步从
未停歇。

“仅300平方米的空间，融合了
咖啡制作、文创产品售卖、非遗手工
展示、评弹书场等多元业态，持续为
残疾人拓宽文化创业新路径。”姑苏
区政协委员、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金云说，以手语咖啡为主打品牌，寒
香会社托起了近20名残疾人的就业
梦想。

挖掘和培育残疾人手工艺者，帮
助其实现自我价值是建社以来始终不
变的初衷。寒香会社先后与14名残
疾人达成合作意向，协助售卖手工艺
品，目前展销产品已涵盖钩针、刺
绣、珠串、手绘等十大种类，累计销
量达5668件。与残疾人合作开发的
手语咖啡系列马克杯、挂耳礼盒等文
创产品也通过网上商城迅速打开市
场，在新媒体加持下，成为人气一路
攀升的网红商品。

得益于姑苏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不少能人巧匠在这片肥沃的土壤
上找到了奋斗方向。2020年，结合
平江路文旅特色改造升级的寒香会社
再出发，为叶雕、吹糖等残疾非遗匠
人以及具备钢琴演奏等艺术专长的残
疾人提供技能展示平台，同时，积极
链接优质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在更大
的舞台活出精彩人生。

为全面增强残疾人劳动就业能
力，保障其平等权利，今年以来，
在一名委员牵头、一群委员参加、
多个部门联动的运行机制下，寒香
会社进一步敞开大门，绘画、评
弹、泥塑、编织、核雕等精彩纷呈
的培训课程火热开展，更多有就业
意愿的残疾人掌握了一技之长。与
区人社局联合举办的“情暖职场
助翼起航”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多
渠道开发257个就业岗位，吸引153
名残疾人参加。

“残疾人就业渠道畅通了，社会
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度也提高
了。”金云表示，尤其是委员工作室
成立以来，有效凝聚了界别委员、职
能部门、辖区街道等工作合力，定期
就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协商议
事，面对面接待残疾人来访，组织了
多场残疾人工作交流会、残疾人文化
交流活动。

越来越多爱心助残力量正在加速
汇聚，共同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
残疾人就业创业环境，也成就了一个
又一个依靠自身努力走出家门、融入
社会，实现个人价值的励志故事。

（顾怡）

用心用情点亮残疾人就业梦想
——苏州市姑苏区政协委员扶残助残的探索

愿有前程可奔赴

临近毕业，还没来得及拥抱北
京夏日的炎热，土登生根就已登上
南下的动车，辗转前往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州府康定市。

那里是久别的故乡，也将是土
登生根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崭新起
点。

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民族政治
学专业研究生的第三年，右眼失明
的土登生根给自己的职业规划非常
清晰。

近年来，残疾人报考公务员的
大门徐徐打开，2023年残疾人报
考公务员更是“多点开花”在全国
各地有序推进。

看到四川省急需紧缺选调生考
试公告的第一时间，土登生根毫不
犹豫地报了名，继而开始紧张忙碌
地搜集考情、分析岗位、复习备
考、笔试面试。

“等待结果的日子很难熬，内
心特别忐忑，尤其是确定面试名单
后准备体检的那段时间，很担心会
因为眼睛的问题被取消录用。”土
登生根告诉记者，幼年时的一次意
外导致他右眼失明，佩戴的义眼如
果不仔细观察，很难看出异常。

成长的道路上，左眼单眼视力
并未给日常生活带来影响。然而，
就在找工作的关键时期，这一外表
的缺陷时常令他感到“心里没底”。

为了缓解紧张情绪，他通过网
络自查相关政策标准，并希望能在
社交媒体上找到可供借鉴的类似经
历。遗憾的是，寥寥无几的信息没
能给他一颗“定心丸”，咨询相关
机构后也未能得到肯定的答复。

好在，一切都是向好的，土登生
根如愿收到了被录取的消息。6月
30日，他到单位办理了入职手续，
在康定似大海一般的蓝天下，几天
来的工作亦如行云流水般顺畅。

身为一名视障者，土登生根觉
得，自己是幸运的。

回望求职过程中曾经充满焦虑
与担忧的日子，他期盼着残疾人大
学生能有更多提出问题、消除疑虑
的渠道，无论什么行业、什么工作，
都能为这一群体平等就业敞开大
门，让其真正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中国残联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我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达到31843
人，创历年新高。随着越来越多的
残疾人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
机会，残疾人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愈
发引人关注。

“愿有前程可奔赴，是每一个
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残疾人毕业生的
梦想。希望社会能给予更多关爱，
助他们踏上奔向阳光的奋进新起
点。”土登生根说。

同样幸运的，还有上海中医药
大学中药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小雯
（化名）。由于下肢残疾，她投出的
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就在迷茫
之际，上海市虹口区残联向她伸出
了援手。

“我们从专业能力提升、面试
技巧、心理建设等各方面入手，对
她开展多维度的帮扶服务。”虹口

区残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专职干
部依托就业创业关爱服务体系，协同
专业职业指导师，为小雯制定了个性
化的帮扶计划和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重拾
自信的小雯凭借良好的表现，赢得了
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青睐，成功实现
就业。

河南郑州，2023年全国高校残
疾人毕业生就业帮扶行动日前拉开帷
幕，提供就业岗位6580个，有630
名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人群中，郑
州工程技术学院视觉传播与设计专业
应届毕业生熊梦丽笑颜如花，她高兴
地用手语告诉大家：“我找到了平面
设计的工作。”

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越来越多残
疾人大学生在自立自强中不言放弃，
凭借自身努力和社会爱心力量的帮
助，走上工作岗位，遇见更好的自己。

给青春一个舞台

尽管我国残疾人大学生就业稳定
性正在逐步提高，但仍面临着总体就
业机会偏少、就业能力和潜力尚未得
到充分发掘等困境。

中国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赖伟表示，与健全大学生相比，高校残
疾人毕业生就业存在就业稳定性差、
职场融入难、社会接纳度低等困难。

不久前从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秘书
学专业毕业的范金英，凭借成绩优异
的简历，顺利收到多个招聘岗位递来
的“橄榄枝”。然而，最终都因她双
手残疾，在面试时被用人单位礼貌地

“回绝”了。
第一次应聘受挫的那一天，天气

艳阳高照，可范金英却仿佛行走在疾
风骤雨中，一肚子的委屈说不出来。

3岁时的一次意外烧伤，使得她
左手疤痕挛缩粘连呈拳状，右手只剩
半截手指。求学路上，这个性格坚毅

的姑娘付出了远超常人的汗水和努
力，不仅从儿时的农村小学一路走进

“象牙塔”，而且获得国家励志奖学
金，两次获评校级“一星志愿者”。

今年上半年，范金英走进了多个
专场招聘会，希望找到一份行政类的
工作。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严峻
的就业形势扑面而来，努力的她，一
直在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遗憾的是，一个个机会来到眼前，
却又在直面“现实”后失之交臂。

范金英告诉记者，为了给自己多
一个选择，在校期间她还考取了教师
资格证，广西壮族自治区残联在详细
了解她的情况后，也在想方设法地帮
忙投递简历、对接招聘企业。

尽管双手受限，但范金英始终心
怀憧憬，她希望社会能给残疾人大学
生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多一些就业的
机会，让“折翼”的青春也能拥有实
现梦想的舞台。

残疾人毕业生与健全大学生相比
存在社会接纳程度低、职场融入难等
方面劣势，值得欣喜的是，科学技术
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拓展了残疾人大
学生就业岗位，更多的残疾人通过人
工智能和互联网，可以实现更高层
次、更加灵活就业。

为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护航

记者了解到，中国残联将高校残
疾人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今年的重点
工作，加强与教育、财政、税务、高
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沟
通合作，推出就业指导、岗位开发、

“一对一”精准服务等一系列举措。
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中国

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推出了
“面向2023年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网络
招聘活动”专题页面，可供残疾人大学
生浏览查询、投递简历和应聘工作。

岗位信息检索除地区、行业、公

司性质等常规分类，还增加了残疾类
别的选项，残疾人大学生可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按照视力残疾、听力残
疾、肢体残疾等分类精准对接岗位要
求。与此同时，不少岗位专门标注了

“仅供残疾毕业生”。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中国残联

将所有在校残疾人大学生信息导入残
疾人就业与职业培训信息管理系统。
各地根据工作实际，为在校残疾人大
学生提供职业能力评估、职业培训、
实习见习、职业指导等就业服务，帮
助残疾人大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就
业观，提升职业技能，增加实习和就
业机会。

各地也纷纷以实际行动助力残疾
人大学毕业生积极就业。

6月30日，“2023年湖南省残疾
人大学生雏鹰展翅夏令营专场招聘
会”在长沙举办。招聘会前期，湖南
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为50名
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开展求职竞争力
和职场适应力提升培训，并通过开展
职业素养、职业生涯规划、职场礼
仪、职场沟通、心理辅导、简历制作
指导、模拟面试等“一对一”服务，
提高他们的求职成功率。

前不久，山城重庆举行2023年
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70余
家企事业单位共计提供适合残疾人毕
业生的需求岗位800余个，25所高
校约100名残疾人毕业生到场寻找心
仪的工作。

在日前召开的2023年高校残疾
人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推进会上，全
国政协常委，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程凯
表示，要从精准识别、“一对一”帮
扶、深化访企拓岗、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提升就业技能培训质量、加大典
型宣传示范和落实经费保障等方面落
实落细促进残疾人就业各项政策措
施，全力推动实现2023年高校残疾
人毕业生就业帮扶各项既定目标。

今年我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达到31843人，创历年新高。与健全大学生相比，高校

残疾人毕业生就业问题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关爱。求职路上，他们面临哪些困难与问

题？残联、教育以及相关部门有哪些举措帮助这一群体实现充分和高质量就业？各地对

此有哪些有益的探索与实践？本刊将对此进行持续关注报道。

——编者

“助他们踏上奔向阳光的奋进新起点”
——各地多举措帮扶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残疾人大学生专场招聘会（资料图）

促就业齐动员·
助力残疾人大学生就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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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协城建环保委组织委员在八角街道景阳东街第二
社区举办“暖心驿站”揭牌仪式暨政协委员工作站活动。依托该工作站在社区建
立的“暖心驿站”，将为快递和环卫人员等就业群体免费提供饮用水、便民医疗
箱、充电装置等服务，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幸福感，打造健康和谐社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