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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

外关心残疾人、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我国残疾人事业

得到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

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了

根本遵循。

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广大残疾人安

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必然要求”，指明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方向。

7月 1日至 5日，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完善残疾人

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赴黑龙江开展专题调

研。5 天时间里，调研组深入大庆市、齐齐哈尔市、哈

尔滨市走访特殊教育培训学校、残疾人托养中心、“全

国残疾人之家”、残疾人康复中心和医院、安置残疾人

就业企业、残疾人家庭等十余个调研点，召开座谈会、

在现场听取情况介绍，并随机与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开展

交流互动，充分了解地方在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

关爱服务体系方面的经验成果及问题，为全国政协将于

9 月中旬召开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做好建言资政的准备，

也为全体残疾人共享发展成果献计出力。

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 同享芬芳
——全国政协“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专题调研综述

本报记者 郭 帅

▶▶▶为残疾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叮——咣——”近日，黑龙江大庆油田

昆仑集团金属防腐有限公司抽油杆分公司油管

一车间内，锻锤声声入耳、机床旋转不停。调

研组一行走进车间，工人们手中细致入微的操

作并未停止。

直到车间班长轻拍一个工人后背，他们才

回过头来。“听障员工很适合车间工作，噪声

不会干扰他们的工作。”公司经理李岩告诉调

研组，公司目前有残疾员工 75 人，占正式员

工总数 1/3 以上。

“一天工作多长时间？”“晋升渠道如何？”

“公司福利待遇怎么样？”调研中，委员们问得

细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理事杨洋成了

大家的临时“手语翻译”。

“同工同酬，而且我还在工作期间成了家。

不仅收入增加了，还收获了很多认可，现在每天

都特别有盼头！”这位残疾人员工的回答，让委

员们会心一笑，纷纷为她竖起大拇指。

短短 5 天时间里，调研组欣喜地看到，残

疾人的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在集中安置车间

里，残疾人以勤劳与汗水浇灌奋斗之花；在按

比例就业企业中，残疾人与健全人一道互帮互

助勇敢逐梦；在创新创业的平台上，残疾人迎

难而上，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宁夏区委会主委王新

军一直很关注残疾人就业工作，曾就此问题在

宁夏开展调研。他发现，目前残疾人就业稳中

向好，就业情况明显改善，但在高质量就业方

面仍需加力“扶一把”。“对于残疾人而言，他

们通常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和健全人同

等的学历、专业技能等，但因为不了解，残疾

人的就业能力一定程度上仍然被低估，有些岗

位存在职业天花板、晋升渠道受限等现象。”

对于王新军的发现，几位委员表示认同。

委员们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残疾人的体检标准，准确

对残疾人的残疾等级及康复水平进行认定，以

适应岗位需求为标准，不断拓宽残疾人的就业

路。此外，要加强政策宣传，要求各单位严格

落实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政策规定。

近年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为残

疾 人 创 业 者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支 持 与 帮 助 ，“ 点

亮”了很多残疾人的创业梦。

位于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的一家皮具店，因

为价廉物美，颇受周边居民的欢迎。店主名叫

孙国峰，是一位二级肢体残疾人。

皮具店位于半地下，店面虽小，五脏俱全。

见调研组进门，孙国峰和爱人中断了手中的工

作。“熟客多，平时都忙不过来。”夫妻俩笑容灿

烂，小儿子在旁懂事地为爸爸挪过椅子。

“我们残疾人创业有很多好政策，每年的

补助金能抵去店面一半的租金。”说起如今的

好日子，孙国峰打开了“话匣子”：每月 2 万

多元的收入，有位美丽能干的妻子，2 个懂事

的孩子，不仅自己凭着手艺过上了好日子，还

带动 10 余名残疾人创业增收……听着孙国峰

的介绍，委员们连连点赞。

委员们表示，要进一步帮助、鼓励、指导

残疾人创新创业，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途

径；建立多层次的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机制，

提升其就业创业水平；不断加大对残疾人就业

创业扶持力度，积极发挥“领头雁”作用，引

导更多残疾人实现自立自强。

▶▶▶织牢织密残疾人社会保障网

7 月 2 日，大庆市龙凤区恒大绿洲小区，

残疾人王艳华家里格外热闹。委员们与王艳华

一家围坐一圈，唠起了家常。

52 岁的王艳华患有先天性视力残疾，由

于身体原因没有工作，一直由父母照顾。随着

年岁渐长，父母越来越常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等我们走了，孩子怎么办？”

2015 年 9 月，我国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社区工作

人员和当地残联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王艳华送

来了申请表，不久后，她便顺利领到了两项补

贴。这项兜底政策，也让如今 80 余岁的老两

口焦虑的心情缓解了不少。

“‘输血’救助的同时，也要‘造血’式帮扶。”

临走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联主席程凯握着

王艳华的手嘱咐道，“现在各地残联都有面向残

疾人的免费培训，还是要走出家门，迈出融入社

会的第一步。刚 50 多岁，未来的路还很长，创造

自己新的美好生活，完全来得及。”

王艳华的故事并不是个例。程凯介绍，截

至 2023 年 6 月，我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

别惠及困难残疾人 1161.3 万人、重度残疾人

1543.4 万人，并建立了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如何把残疾人兜底保障的网越织越牢？这

是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朱新力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介绍，目前我国困

难群众救助类型分为社会救助、司法救助和慈

善救助等类型。他在调研中发现，“因为归属不同

部门，各类救助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无法形成

救助合力，难以充分发挥救助制度的保障作用。”

朱新力建议，要加快构建行政、司法、社会

力量等各部门、组织机构广泛参与、密切衔接，

深度融合、通力合作的“大救助”体系。

“创新救助理念也很重要。”全国政协委员、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吴效

科在临床中发现，除了物质保障，很多残疾人更

需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等帮助。

“‘物质+服务’的救助模式，更能够满足新时

代残疾人多样化的需求。”全国政协委员、黑龙

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方传龙回应道。

调研中，委员们了解到，除了生活上的困

难，很多残疾人家庭面临长期照护的困难。残疾

人托养服务，是帮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保障和改善残疾人基本民

生的有效途径。

在齐齐哈尔博爱集团的智慧服务指挥中心，

一进门，一块硕大的电子屏幕映入眼帘，屏幕那

头，连接着辖区内 1794 位居家托养残疾人。

负责人介绍，依托“阳光家园”居家托养服

务项目，当地残联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免费为

辖区内智力、精神、重度残疾人提供该公司的居

家托养服务。

“通过智能系统，我们可以全天候监控居家

残疾人的活动数据，对于精神类残疾患者还设置

了‘电子围栏’，一旦超出日常活动范围，系统

会自动报警，并且有专员解决残疾人的求助呼

叫。”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道，除了智慧赋能，

该公司还为残疾人提供洗浴、理发、健康监测等

上门服务。

“近年来，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要让智慧

助残在托养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全国政协委

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范峰表示，用科技赋能

的力度以及精准服务的温度，一定能够助力更多

残疾人全面融入社会生活，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问题依然是重度残

疾人公共服务工作中的短板。”程凯建议，要抓

紧研究制定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指导意见，

明确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职能部门牵头、群团

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建立统筹重度残疾

人托养照护服务工作体系，做好行业规划管理和

政策衔接，扩大服务覆盖面。“实践证明，‘托养

一人，解放一家，造福一片’。”

“织牢织密残疾人社会保障网，要尽力而为

也要量力而行。”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钱锋指出，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

度，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考虑经济社会

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从而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和共同富裕。

▶▶▶残疾人美好生活底色不断擦亮

调研路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剧院院长

王勇注意到，在街巷中、树荫下、江畔旁，常能

看到载歌载舞的残疾人，他们脸上洋溢着的幸福

笑容，让他深受感染。“这就是残疾人幸福生活

的具象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类扶残助残实践积极回

应残疾人教育、康复、文化等方面的需求，让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残疾人，残疾人

美好生活底色正在不断被擦亮。

“这一年多，孩子变化特别大，今年 9 月我

们就准备上小学了。”7 月 4 日，黑龙江省康复医

院，小力 （化名） 母亲高兴地告诉调研组，孩子

一年前因为脑干出血陷入重度昏迷，“三个月之

后才醒过来，刚开始情况很糟糕。”

在康复医生的指导下，经过一年的训练，小

力的平衡能力显著提升，功能障碍程度也得到了

有效缓解。“现在生活自理和沟通交流都没问

题，孩子也爱笑了。”小力妈妈脸上虽有些疲

惫，但语气里充满对未来的希望。

5 天时间里，调研组走访了多家康复机构和

医院，很多残疾人像小力一样，因为有效的康复

治 疗 ， 生 活 品 质 得 到 了 大 幅 提 升 。 2021 年 至

2024 年 4 月底，全国共有 2769.76 万人次残疾人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稳定在 85%以上。

细心的委员们发现，一路调研下来，特殊教

育学校听障孩子的数量普遍在减少，由于招生

难，一些学校的听障班甚至已经取消了低年级班

级。“这说明康复效果越来越好，进普通学校的

孩子越来越多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龙墨感慨地说，“康复是残疾

人最迫切的需要，这对孩子的一生很重要，也是

最大的价值所在。”

“我国康复事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康复需

求巨大，人才是关键。”龙墨建议，要从教学源

头抓起，提升和保障康复医学快速发展。“将康

复医学设为医学门类下一级学科，破解康复医学

快速发展的瓶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张晓敏把

此行的关注点放在辅助器具适配上，“这是残疾

人康复服务的重要内容。”张晓敏介绍，截至目

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已建立、实施辅具

适配补贴制度，为残疾人在新时代过上更高品质

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他建议，要在做好基本型辅

具补贴制度的前提下，突出残疾人个性化、便捷

化的辅具需求，不断拓宽辅具补贴制度对象覆盖

面，让好政策更好地惠及残疾人。

▶▶▶“热感受”还要“冷思考”

如果说，康复是对生命的重建，教育则是促进

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调研

过程中，残疾儿童的茁壮成长深受委员们的关注。

7 月 5 日上午，在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

一位正在读书的听障男孩引起了杨洋的注意。男

孩今年读初一，小学时一直在普通学校就读，因

为跟不上教学进度，家长决定把男孩转到特教

学校。

“中国聋人协会曾做过相关的统计，这样的

回流生不在少数。”杨洋认为，“能进入普通学校

学习，证明孩子具备这样的基础。但之所以回

流，一方面可能有孩子个人的原因，另一方面，

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的归属感、参与感等方面还

面临诸多挑战。”

为此，杨洋建议，要督促各级各类教师系统

学习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课程和理念，尊重并

理解每个孩子的特殊性。“遵循教育具有长期性

和发展性的特点，才能真正让融合教育融入普通

学校并走实行远。”此外，杨洋表示，应充分发

挥志愿者队伍的作用，鼓励其常态化提供服务，

促进并陪伴残疾儿童更好融入普通学校。

当天，在校园不远处的活动室内，伴随着活

力动感的音乐节奏，一股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扑

面而来。在老师的带领下，来自听障班的孩子们

手拿花球，舞动的身影整齐而流动。

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黑

龙江省委会副主委张莉却在一旁红了眼眶。和记

者的眼神接触上，她低头擦了擦眼角，“被这些

孩子乐观向上的精神感染了。”

调研途中，委员们有很多“热感受”，“还要静

下心来‘冷思考’。”这成了委员们的共识。7 月 4 日

晚间，为了更好地为全国政协将于 9 月中旬召开

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做好建言资政的准备，委员们

围坐一桌，谈体会、说感悟。“回去后，还要再学习、

再调研，争取把更多有建设性、有操作性、有实效

性的意见建议带到座谈会上去，为完善残疾人社

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作出贡献。”张晓敏的

发言，道出了委员们共同的心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每一

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残

疾人一个也不能少。”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

制委员会副主任阮成发表示，人民政协要充分发

挥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积极建

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以更高站位、更宽视

野、更大力度共谋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

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迎 着 光 ， 追 着 光 ， 向 光 而 行 为 热 爱

……”7月 5日，在全国政协“完善残疾人社

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专题调研期

间，委员们走进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随

即被一阵歌声吸引。

演奏者是一支由视障学生组成的乐团。

架子鼓、吉他、贝斯、电子琴，学生们熟练

地演奏着各式乐器，歌声中充满了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憧憬。

“现在孩子的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再加上老师们的专业、

耐心和爱心，我们的孩子们兴趣爱好越来越

广泛。”一位特教老师笑着说，“虽然身有残

缺，但不影响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闪闪发

光。”

调研路上，一张张来自不同年龄段的残

疾人的笑脸让委员们印象深刻。

我国有 8500 万残疾人，他们似乎是人群

中的少数，但生活在新时代，他们奔走在各

自的热爱里，向阳而生、勇敢逐梦。

离开特教学校，委员们马不停蹄地来到

哈尔滨市平房区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还

未进屋，下肢残疾人张敏晶爽朗的笑声便传

了出来。

张敏晶是一名退休职工，多年前因一场

意外致残。工作人员告诉调研组，她是这里

的“老熟人”，此次是来咨询房地产买卖纠纷

如何处理的问题。

听到委员们是来调研残疾人工作的，张

敏晶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无障碍环境越来越好，我这一辆电

动轮椅‘走天下’完全没问题。”张敏晶笑着

说，“家里也免费给我们做了改造，热水器、

晾衣架全是电动遥控的，洗手池、灶台是

‘量身定制’的，自己在家完全没问题。到了

晚上，我们老伙伴们就一起去江边唱唱歌、

弹弹琴，这日子别提过得有多舒心了，您说

每天能不乐呵呵的嘛！”

很多委员被张敏晶的乐观、坚强所感

染，而她的幸福生活也是很多残疾人的缩

影。短短 5 天的调研路上，委员们欣喜地看

到，通过政策、科技、社会支持等综合力

量，很多残疾人无声的世界开始变得动听，

黑暗中的世界变得多彩……

一位委员感叹道，“这些变化是残疾人社会

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的生动体现，

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的身影、灿烂的笑脸，正

是我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最好的答案。”

笑脸，是最好的答案
本报记者 郭 帅

▶ 调研组一行在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

▶

调
研
组
一
行
在
黑
龙
江
大
庆
油
田
昆
仑
集
团
金
属

防
腐
有
限
公
司
抽
油
杆
分
公
司
油
管
一
车
间
内
调
研

调查研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 社长：张立伟 邮政编码：100142 年价：384.00元 月价：32.00元 零售：1.30元 电话：88146900 本报发行：88146999 全国各地邮局收订 港澳及国外由北京399信箱收订 刊号：D76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0195号

2024年 7月 3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刘志国 责编/罗韦 校对/耿斌 排版/侯磊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