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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⑨

服务为民守初心 履职尽责再出发⑦

“真是太方便了！”近日，杭州市
西湖区的聋人李女士在浙江医院看病
拿药时，深切体会到了“手语进家
庭”带来的便利。李女士打着手语道
出心声，“通过这个平台，我可以随
时与他人进行沟通，无论是看病问药
还是办事，都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给
对方，这让我感到非常安心和放心。”

以前，李女士需要志愿者帮助或
者通过笔谈与医生进行沟通，不仅耗
费时间，还可能因为沟通不畅而导致
误解。自从今年西湖区残联推出了

“手语进家庭”项目后，李女士只需
拿出手机，打开“手语姐姐”小程

序，一键呼叫接通后台的手语工作人
员，便能与医生进行无障碍的交流
沟通。

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之际，
西湖区残联为了进一步改善听力残疾
人的生活质量推出“手语进家庭”项
目。该项目引入有着多年信息无障碍
建设、手语翻译和手语培训经验的专
业机构，上线“手语姐姐无障碍数智
平台”。平台从听力残疾人实际需求
研发，形成以手语翻译、AI语音、
心理咨询和就业咨询等服务。文字、
声音、手语三种模式应需转换，通过
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打破了传统

沟通方式的壁垒，实现了听力残疾人
与外界的无障碍交流。区残联以服务
便捷、快速响应、群众满意的总体要
求规范平台运行服务。服务力量确保
全天候在线，提供服务 24 小时畅
通，第一时间对用户的预约和咨询开
展一对一的服务。平台在服务中以残
疾人的需求为导向，及时推送专业的
指导；以满意度为标准，优化专门的
服务关系。这不仅提高了听力残疾人
的自主性和便利性，更为他们带来了
更多的尊严和获得感。

据了解，西湖区共有220名听力
残疾人获得了“手语进家庭”服务，

听力残疾人通过平台手语翻译1957
人次、语音转写使用3000多人次、
心理咨询321人次和就业咨询等115
人次服务。切实解决了他们与外界沟
通难、办事难的困难。同时，区残联
积极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多举措
做好信息无障碍建设的专业性和创新
性，在镇街民生综合体配置阳光无障
碍影院系统，推动无障碍智能停车场
建设，“辅具智配”场景应用实现残
疾人免费申领辅具“零次跑、零纸
质、零人工”。西湖特色的无障碍信
息交流，让城市更有温度、发展更有
质感、残疾群众更有获得感。

杭州市西湖区：

“手语进家庭”实现有爱无碍畅通交流
本报记者 鲍蔓华

“向上攀登，让孩子们看
到更广阔的世界”

15岁小将李彦郯伴着观众的
呐喊声，脚尖用力蹬踩，双手交替
上攀，在近乎垂直的人工岩壁上有
节奏地迅速移动……10秒91，她
率先拍板完攀，随着腰间安全绳缓
缓降落，小姑娘开心地笑了。

这是不久前在广西南宁马山县
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
动会攀岩项目女子随机速度比赛决
赛中的一幕。

在本届学青会攀岩比赛中，广
西壮族自治区获得3金3银1铜的
好成绩。参赛的 14名运动员中，
有12人来自马山县。

听闻这个好消息，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勇峰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脑海中再度浮现
出6年前的光景——“那时彦郯年
仅9岁，怯生生站在攀岩馆里，看
着别人向上攀爬。”如今，领奖台
上一张张自信大方的青春笑脸，熨
帖着他多年来推动攀岩运动走进马
山的辛劳与汗水。

沿着355国道，从马山县城一
路往东南方向，土岭丘陵很快被

“九分石头一分土”的石山区取
代。进入古零镇，道路两侧田野间
已是山体连绵、石峰林立，独特的
喀斯特地貌慢慢跃入眼帘。

“我第一次到马山，就觉得风
景很美，山形也好。”王勇峰告诉
记者，2016年11月，中国登山协
会与马山县联手举办首届中国—东
盟山地马拉松赛事，他和许多户外
爱好者一样，首次领略到马山的美
景，也眼见当地百姓陷入因山而
穷、因山而苦的困境，冥思苦想如
何借助体育的力量，“帮助马山做
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后来经过专业考察，时任第十
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
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王勇峰
发现，马山县的自然岩壁对于发展
攀岩运动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建
议当地申报全国第一批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试点项目，同时推动“攀岩
进校园”公益计划，让马山的孩子
通过攀岩运动改善生活、反哺家
乡，还可以为国家挖掘具有天赋潜
力的攀岩苗子。

2017年 8月，攀岩特色体育
小镇成功落户马山古零镇，国家体
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随即向当
地派出精英教练团队，从“每周上
一节攀岩课”做起，培养当地孩子
对攀岩运动的兴趣。

“他们平时白天上课、晚上训
练，寒暑假也不间断。因为对攀岩
的热爱，日复一日地练习，使得很
多孩子和李彦郯一样，手上早已长
满厚厚的老茧。”这些年，王勇峰
只要有机会就会去马山，有时他还
会身体力行地给孩子们传授一些攀
岩技巧。“一步步眼见着这些大山
里的孩子在追逐爱好与梦想的道路
上，收获了友谊、坚强与自信。”
王勇峰说。

在王勇峰以及中国登山协会等
多方力量不断努力下，“攀岩进校
园”公益计划已走进马山县23所

中小学，惠及学生1.8万余人，输
送了多名优秀的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其间，古零镇初级中学组织编
写了校本教材《攀岩》，并在校内
成立全国首个青少年攀岩训练
基地。

“在向上攀登的成长道路上，
马山的孩子们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
界，未来的人生也有了更多从前难
以企及的可能。”王勇峰告诉记
者，先后已经有12名孩子因为拿
到国家二级（以上）运动员资格证
书，通过体育单独招考上了大学。

“就算拿不到运动员等级证
书，学攀岩的孩子也有了更多人生
选项，今后他们可以在攀岩项目上
继续深造，成为教练员或定线员，
到大城市工作生活，也可以选择反
哺马山的攀岩教育，充实当地教师
资源。”王勇峰高兴地说：“通过体
育公益，我们也能为扶贫和乡村振
兴贡献独有的力量。”

与攀岩结缘，孩子们走出去
了，家里的生活好了，马山也走出
一条“体育+文旅+县域发展”的
新路子，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

“金山银山”。
这是王勇峰的初心，更是他前

行的动力。

“更多的是一份履职为民
的责任”

走过人生60载光阴，王勇峰
把2/3的时间赋予了高山险峰，完
成了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
梦想。

一生与雪山结下不解之缘的
他，连做公益事业，都与雪山紧密
相连。从2014年开始，王勇峰连
续多年担任“为爱攀登”雪山挑战
公益项目的总顾问，通过活动募集
的善款，救助了许许多多困境
儿童。

在皑皑白雪覆盖的雪山之
巅，还有着各种意想不到、随时可
能发生的危险。

“1984 年，在海拔 6268 米的

阿尼玛卿Ⅱ峰，刚刚接触雪山的我和
队友遭遇了平生第一次雪崩，大家疯
狂地呼喊、拼命地扒雪，不到10分
钟救出了4个人，其中包括手把手领
我们‘入行’的老登山家曾曙生。”
采访过程中，王勇峰以他多次绝处逢
生的经验与感受，谈及高山救援体系
的筹建和发展，并希望通过户外安全
教育宣传与培训，尽可能减少险情与
意外的发生。

一路走来，从登山运动员到教
练、攀登队长、前线总指挥……王勇
峰坦言，不变的是面对山难发生时的
心情与职责。随着近些年户外运动的
发展，很多爱好者对安全户外的知识
掌握参差不齐，常有各种安全隐患。
在他看来，减少意外的发生要从普及
安全教育着手，通过一些知识与常识
的讲解，让人们具备安全风险意识。

2013年全国“两会”上，王勇
峰递交履职生涯中第一件提案，建议
尽快建立健全中国户外登山救援
体系。

10年来，在中国登山协会的平
台上，他持之以恒推动“户外安全教
育计划”、发放户外安全教育手册，
通过种种公益活动，告知社会公众户
外登山探险有哪些注意事项、如何规
避风险、怎样选择装备，因为“准备
得越充分，危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在他看来，能有机会把自己多年
来的登山经验给予更多有需要的人，

“既是一种荣幸，更多的是作为政协
委员一份履职为民的责任”。

“我们的山地救援体系也在建设当
中，一旦有人需要救助，可以通过这
个系统，第一时间调配资源，及时开
展救援行动。”王勇峰介绍说，户外救
援体系的建设绝非短时间内一蹴而
就，目前已建立西藏、青海、新疆、
四川、深圳等区域救援体系，下一步
将把这种成熟的模式发展到全国。

“践行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王勇峰深知
履职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念民之所
忧、行民之所盼。也正是因为看到了

体育和公益的力量，他总希望能够通
过体育和公益，“践行一名政协委员
的责任担当”。

两个多月前，王勇峰随全国政协
教科卫体委员会赴贵州开展“送体育
下基层”活动，深入当地10所基层
中小学，与师生面对面交流，开展体
育教学及运动项目指导，捐赠相关体
育器材，推动体育教师培训工作。

在台江县台盘乡中心小学，中国
登山队队员登上珠穆朗玛峰、首次实
现奥运圣火在世界之巅传递的故事，
让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看着眼
前讲着故事并亲历全过程的“王爷
爷”，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着光。

通过体育和公益的力量，帮助基
层的孩子们对未来充满更多憧憬和梦
想，这对王勇峰来说，是习以为常
的事情。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期间，王勇峰还提案建议加快我国
青少年户外教育体系建设，他认为
户外活动可以培养青少年的意志，
教会他们野外生存和遇险急救方面
的知识，有利于促进孩子们身心健
康成长。

“看到体育带给青少年的更多可
能，意识到公益事业给予孩子们的
无限温暖，我努力做到情况调研
透、协商内容精、提案质量高，为
体育事业多发声、发好声，为公益
事业增添体育的力量，为加快建设
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谋良策、增合
力。”王勇峰说。

“登山总是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
标，一个挑战接着一个挑战。要一步
一步地精心准备，一步一步地攀登。
从最初准备到登顶成功、安全下撤，
是一个系统工程。”王勇峰说，成为
全国政协委员的那一刻起，就担负起
了为国为民的责任，“成为一名称职
的委员，就像是攀登一座高峰”。

“为人民谋幸福，辛苦劳累都不
怕，我唯一担心的，是辜负了大家的
信任。”王勇峰笑言，能够以己之力
助推利国利民的好事成为现实，就如
同登山过程中看到主峰陡直矗立在眼
前，心中充满亲切和温暖，久久难以
平静。

“成为一名称职的委员，就像是攀登一座高峰”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勇峰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11月 29

日，由中国慈善联合会指导，新华
网、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2023中国上市公司发展论坛慈善之
夜在福建省晋江市举行，爱心企业和
网友共捐赠4910万元善款，助力公
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网党委书记、董事长储学军
在致辞中说，在企业家精神的指引
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财富投入慈善
事业，为公益事业不断提供新助力、
播种新希望。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将在
公益慈善事业中勇担重任，在向善向
美的道路上勤耕不辍，凝聚新时代的
磅礴力量，奏响公益慈善的炫彩
华章。

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李晓林表示，近年来，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
帮助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
帮扶低收入群众过上美好生活。他希
望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各界企业，做

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
报社会的典范，为促进共同富裕作出
更大贡献。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张
文贤说，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是慈善
事业的主力军，“我们期待更多的企
业和企业家参与进来，反哺社会、投
身慈善，为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刘福清希
望有更多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积极
参与、踊跃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用爱
心和行动彰显企业社会责任，多做解
急难愁盼、雪中送炭的实事和善事，
推动共同富裕。

为进一步挖掘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典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积极推
动上市公司践行社会责任担当，以

“汇聚爱心力量、助力共同富裕”为
主题，多家机构共同启动了“中国上
市公司公益慈善行动典型案例征集活
动”，举办了思源·慈明公益基金揭
牌成立仪式。

“思源工程”联合新华网在泉州举办慈善之夜

募集4910万元捐款助力慈善事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赵莹莹） 11月
29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培训交
流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
发起的首届缔造未来·校家社协同育
人交流活动在广州举办。

活动中，主办单位正式启动希望
工程“1+1+1”助学育人计划试点和

“益校、益家、益社”系列公益项
目，并发布了首批“缔造未来·校家
社协同育人”实验学校、实践基地以
及合作单位名单。

现场多位教育专家学者围绕家庭
教育现代化、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建
设等方面，立足自身研究领域进行交
流、研讨，为一线工作者提供了多角
度的专业化指导。来自学校、社区、
社会组织等一线代表，围绕“从实践
经验以及热点、难点、契合点谈协同
育人”的话题进行了交流，探讨了推
动解决协同育人具体问题的方案
样本。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培训交流中心

副主任张伟表示，以“发挥社会力量
支持服务育人”为主题，此次活动致
力于最大限度发挥党领导下的群团组
织的特色和优势，推动在社会层面广
泛凝聚育人共识、积聚育人力量、汇
聚育人资源，努力为助力新时代青少
年全面成长成才、构建学校家庭社会
协同育人新格局发挥实验性、示范性
作用。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刘钊介绍说，希望工程“1+1+1”助
学育人计划坚持“公益资助+志愿服
务”一体化理念，以“发动青年去帮
助青年”为主要方式，以更经常、更
密切、更走心的点对点陪伴为抓手，
努力打通大学生常态化参与希望工程
的新途径，引导他们在参与实践的过
程中实现思想提升和锻炼成长。

活动结束后，有关方面将正式启
动实施“新希望心呵护”“课间快乐
动起来”“扶老育幼志愿行动”等一
系列公益项目。

希望工程“1+1+1”助学育人计划试点启动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在12月
1日第 36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
之际，2023青年防艾公益行动启动
会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举行。

本次青年防艾公益行动由中国青
年报社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共
同主办、吉利德科学提供公益支持，
旨在切实推进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
作的开展，遏制青年学生人群中
HIV（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和流行。

据介绍，今年是青年防艾公益行
动的第5年，此项公益行动已累计走
进全国近 40 所高校。基于往年成
果，今年的公益行动将继续深入青年
开展HIV防治宣传教育，通过青年
题材防艾微电影、青年学生创作的防
艾公益海报等载体，进一步提升青年
群体对 HIV 知识及防艾途径的关
注、理解和科学认知。同时，“防艾
青年汇”在活动现场正式启动，主办

方将联合全国10座城市的基层团组
织，影响和带动更多的青年加入防艾
行列。

近年来，防艾抗艾宣教形式不断
创新。在今年的青年防艾公益行动启
动会上，由青年题材科普微电影《不
离不弃》 进行首映。电影通过讲述
HIV感染者秦虹从畏惧疾病到正视
疾病、积极治疗，最后拥抱生活的心
路历程，以感人的情节引发了青年群
体对HIV歧视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
和思考，也为青年HIV感染者提供
了一种正面的引导和鼓励。

此外，活动还邀请高校青年学生
参与到防艾主题海报的创作中来，根
据青年群体的特点，让青年在创作中
主动学习，自觉强化尊重意识、责任
意识，从防艾知识的接收者变成传播
者，动员广大青年主动防艾，树立自
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2023青年防艾公益行动在京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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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由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主办、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
金会美育教育与传播基金协办，第 32 个国际残疾人日主题活动暨“创艺无
界 共享文化”汇爱融合艺术展在京开幕。此次展出的作品贴近创作者的生
活实际，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对残障群体的关注
以及对科技、环保等热点问题的关切，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残健携手共绘美好未来残健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