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割、打磨、穿绳、上蜡……近日，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爱众益心残疾人就

业阳光工厂 （以下简称阳光工厂），肢体残疾

人李君和工友们正在制作紫檀木手工制品，透

过窗户的阳光，一个个“猫咪脸”挂坠栩栩

如生。

李君每天能做 5 个这样的工件，自从今年

6 月入职阳光工厂以来，他已经完全融入这

里。“每天上 3 个半小时的班，一个月工资有

3000 多元，厂子还给我们缴纳社保，让我们

感受到了幸福和温暖。”李君说。

走进阳光工厂，500 余平方米的场所被分

出不同功能区，整体环境舒适明亮、干净整

洁。在这里，像李君这样的残疾员工有 20 余

名，由工厂为他们“量身定制”工作岗位，让

他们锻炼自身能力的同时，更拥有一份稳定的

收入。

据兴庆区残联负责人介绍，阳光工厂招收

的残疾人年龄为 18 岁至 40 岁之间，除了肢体

残疾，还有一部分智力和精神类残疾。这部分

残疾人就业前，会有专人进行评估，由就业指

导老师根据个体情况，提供“一对一”就业指

导服务，在就业过程中给予充分的鼓励和支

持，让他们安心就业。

据了解，今年 6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残联

召开党组会议，制定了 《特殊困难残疾人关爱

帮扶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兜底帮扶、就业帮

扶等“六项帮扶举措”，确保惠残政策项目有

效解决特殊困难残疾人实际困难。

政策很快得到落实。在兴庆区残联的指导

帮扶下，兴庆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成立，引

进第三方平台建立解决残疾人就业的阳光工

厂，结合残疾人需求，精准对接企业岗位，帮

助残疾人轻松就业、自食其力。

目前，阳光工厂运用“因人制岗”模式，

残疾人安置速度快，工作岗位匹配度高，用工

流失率低，帮助残疾人实现了更稳定的就业。

“自今年 6 月启动这项工作以来，我们对

接了近 10 家企业，开发工种 30 余个，主要就

业途径分为 3 种：残疾人各方面条件符合用

人单位岗位需求的，推荐就业；将大部分残

疾人集中安置在阳光工厂就业；对其他残疾

人开展辅助性就业指导。”阳光工厂负责人李

泽润说。

解决残疾人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实

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对此多位自治区政协委员也给予了积极的

关注和推动。

自治区政协委员马如林建议，自治区各级

政府和部门要带头将安排残疾人就业和残保金

征缴工作纳入本级效能目标考核及文明单位评

选指标。同时，财政、税务、残联、人社等部

门要加强协同配合，推动机关事业单位落实带

头安排残疾人就业主体责任，进一步减少“零

安置”“未缴纳”比例。

自治区政协委员穆风梧建议优化残疾人职

业教育的办学条件，加强残疾人职业院校基础

建设，实施必要的无障碍环境改造，建立特殊

教育资源教室，配备相应专业人员，满足残疾

学生课程学习和实习实训需要。

截至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残联创新开展

的“一家一年一事”帮扶解困行动，已扶持

1500 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发展特色产业，推广

“企业+合作社+困难残疾户”模式，扶持宁夏

康园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20 个经济实体，

安置带动残疾人就业创业 800 多人，人均年增

收 1500 元至 2000 元。

宁夏：“量身定岗”让残疾人快乐就业
李莹 本报记者 范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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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践行 《促进残疾人就业三

年行动方案 （2022—2024 年） 》 要求，全力助

推残疾人高质量就业，中国肢残人协会残疾人

创业者委员会办公室授牌仪式暨“隐翼天使&

折翼甄选”就业创业项目培训会近日在浙江杭

州举行。

活动中，中国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唐占鑫表

示，此次肢协残疾人创业者委员会办公室的成

立，拓宽了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唐占鑫希望

办公室能够明确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主要目

标，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调动更多社会

资源，助力残疾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

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杭州市萧山区谏远公益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在仪式上介绍了“隐翼天使&折翼甄选”项

目。该项目由杭州市萧山区谏远公益服务中心

和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牵头发起，联合全

国 10 余家电商品牌企业，共同打造残健融合式

电商就业模式。自 2021 年运营以来，已累计帮

助全国 370 多名残疾人在电商企业就业，推动

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共建共享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

仪式结束后，与会相关人员开展了为期 5

天的“隐翼天使&折翼甄选”残疾人就业创业

项目培训会，助力更多残疾人朋友具备电商创

业能力，实现自立自强。

（蔡妍熙）

中国肢协残疾人创业者
委员会办公室在杭揭牌

本报讯 （记者 郭帅） 全国总工会、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全国工

商联近日联合印发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

商指引》（以下简称 《指引》），用于指导平台

企业充分听取工会和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

合理制定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和平台算

法，进一步规范协商流程、提升协商实效，引

导企业规范用工、劳动者依法维权。

《指引》 内容共 13 条，强调协商应由双方

代表以协商会议形式进行，包括集体协商、协

调会、恳谈会等形式；明确了双方协商代表的

人数限制、组成结构、产生方式；要求双方代

表在协商会议前广泛征集各方诉求，根据本行

业实际情况，有重点地协商确定议题，并提供

相关数据资料；要求协商会议达成的集体合同

草案、会议纪要、备忘录等成果，应经双方首

席代表签字，并在 10 日内向所有适用的劳动者

公布。此外，《指引》 还要求各级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工作指导，确保协商

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协商成果的有效落实。

据悉，近年来，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

于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相关要求，各级工会组织

坚持守正创新，探索通过协商会、恳谈会等形

式，推动部分头部平台企业建立与新就业形态

劳 动 者 代 表 的 协 商 机 制 ， 指 导 双 方 就 派 单 规

则、计件单价、抽成比例、奖惩等事项开展协

商，搭建劳动者诉求表达渠道。

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指引》

赵德煜：
▶▶▶“在为梦想奔跑的路上，我

们并不孤单”

“在大学校园里，除了学习本专业的

知识外，我还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曾经

那个‘淋雨’的孩子，也能为其他人‘撑

伞’了。”“我来北京上大学”2024 年残

疾人大学生分享会上，赵德煜的话音刚

落，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赵德煜是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国际

新闻学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戴着一副黑框

眼镜的他，比同龄人显得更加沉稳，大气

而有磁性的播音腔让人印象深刻。

赵德煜的追梦故事，要从 2016 年开

始说起。那年，他被诊断出骨癌。接下来

的两年时间里，父母带着他从甘肃来到北

京治疗，接受了 21 次化疗，4 次手术。

“这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化疗

的副作用不断摧毁着我的身体和意志。那

段时间，我不再需要闹钟，因为从凌晨

起，就会有强烈的呕吐感。”赵德煜说。

两年后，病灶转移、病情持续恶化，赵

德煜不得不接受了左腿截肢手术。“18 岁

生日那天，我的成人礼是人生中的第一个

假肢。”

“我低估了行动不便带给一个人的影

响，截肢以后的生活十分狼狈。刚换上假

肢后，皮肤被频繁地磨破，每走一步都像

是 走 在 刀 尖 上 。” 赵 德 煜 说 ， 经 历 过 生

死，每一天都弥足珍贵。

在高中期间，他不敢有一丝懈怠，顺

利考取了西北师范大学，学习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我的大学时光很充实，一直

在努力且热烈地活着。”在老师和同学们

的帮助下，他跟着大家一起做公益，下乡

参 加 志 愿 活 动 。 在 校 期 间 ， 他 还 荣 获

2022 年全国“最美大学生”称号，也成

为 共 青 团 第 19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的 一 名

代表。

在保研选择专业的时候，赵德煜果

断地选择了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国

际新闻学专业，“这所高校对于我来说，

不仅是一座学术殿堂，更是追寻许久的

梦想。”

开学后，赵德煜第一时间加入了学校

的“光明影院”公益项目，用自己的专业

所学为视障朋友录制有声电影。

回望来时路，赵德煜用荆棘遍布来形

容。“苦难不值得歌颂，但勇敢的我们值

得。”赵德煜说，未来会继续挑战更高的

山峰，不断靠近梦想，“在为梦想奔跑的

路上，我们并不孤单。那些温暖、支持过

我的人，都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我希望

将来自己也能为更多人‘撑伞’。”

张晓彤：
▶▶▶ 迎着光的方向砥砺前行

“困难来了别怕，面对它，拥抱它，

藐视它，然后征服它。”这是张晓彤在社

交平台上用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签名，也是

她在一次次困难中站起来的动力。

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张晓彤

是位自带话题的大一新生。话题源于她身

上一张张闪亮的“名片”：残奥会冠军、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开学前，她又在

2024 年巴黎残奥会女子 400 米自由泳-S11

项目中，以5分03秒45的出色成绩荣获银牌。

课后，同学们喜欢找张晓彤聊聊天，

他们想知道，每一块奖牌、奖章背后，那

些关于勇气、毅力和梦想的故事。

由于先天眼底发育不全，张晓彤从小就

只有微弱的光感，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是她必

备的技能。小学六年级时，辽宁省残联游泳

队教练到盲校挑选新学员，张晓彤被选入省

残疾人游泳队，从此开始了运动生涯。

“ 刚 开 始 很 兴 奋 ， 因 为 我 从 小 喜 欢

水。”但困难很快接踵而至。“在泳池中戴

上盲镜，那一点点光感也消失不见，世界

变得一片漆黑。”张晓彤说，在水里根本

找 不 到 方 向 ，“ 刚 开 始 就 是 在 泳 道 里 乱

撞，碰到泳线再去调整。身上经常被泳线

划伤，手指如果再不小心伸到泳线浮球

里，就会刮掉一块肉。”

“教练很有耐心，课后会单独给我讲解

课上的重点内容。”盲人游泳是由引导员拿

着提示棒在岸边，等运动员快要触壁的时

候，用提示棒轻轻敲击池壁提示运动员道

边。“很多次因为没听清指示，一头撞到了

池壁上。”张晓彤笑着调侃道，“那时候头顶

大包是‘家常便饭’。”

入队后不久，在教练的安排下，张晓

彤开始接触跳水。“一站到出发台上腿就

止 不 住 地 抖 ， 不 敢 往 水 里 跳 。” 张 晓 彤

说 ， 当 时 心 情 一 落 千 丈 ，“ 很 想 痛 哭 一

场，然后就此放弃。”

“放弃不难，但坚持的人一定很酷。

困难来了别怕，面对它，拥抱它，藐视

它，然后征服它。”教练的这句话，张晓

彤一直记在心里。“其实真的迈出了那一

步，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体育让我

看到了更多的可能。”

重 新 回 到 校 园 ， 张 晓 彤 倍 感 珍 惜 。

“ 也 充 满 了 挑 战 ， 一 些 课 程 学 起 来 有 难

度，但老师同学们都很好，给我提供了很

多帮助，无障碍的校园环境也让人倍感温

暖。”谈及未来，张晓彤说，“始终迎着光

的方向砥砺前行。努力学习之外，也会利

用课余时间继续刻苦训练，争取再次为国

争光。”

刘俊安：
▶▶▶ “每一次努力，都是幸运

的伏笔”

“当今世界，5G 技术已广泛应用，各

国已全面铺开 6G 研发布局……这也是我

报考北邮的原因，我打算将来从事通信事

业的工作，投身于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浪潮

中。”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2024 级本科生

刘俊安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生”，言谈间

思维逻辑严谨。

“ 我 相 信 ， 上 天 给 你 一 个 残 缺 的 身

体，是希望你去书写一个逆风翻盘的传

奇。”刘俊安这样形容他的人生。

刘俊安的家乡是河南省南阳市淅川

县，距离北京 1000 余公里。因为先天性

肢体残疾，这段求学路，他付出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努力与汗水。

“ 小 时 候 连 笔 都 拿 不 起 来 ， 更 不 用

提 写 字 了 。” 刘 俊 安 说 ， 父 母 曾 带 他 去

过 很 多 地 方 医 治 ， 医 生 都 说 没 有 见 过

像 他 这 样 的 病 例 ， 不 敢 轻 易 手 术 。 但

父 母 从 未 放 弃 ， 每 天 坚 持 为 他 做 康 复

训练。

“我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一直从

事体力劳动，平时也很少读书写字。”为

了鼓励刘俊安，他的妈妈每天和他一起用

粉笔在地上一笔一画地写，写完了擦干净

再写。

“在一次次的练习中，我的字写得越

来越好。”这给了刘俊安很大的信心。“我

开始相信，即使身体残疾，只要付出比别

人更多的努力，也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

甚至更好。”刘俊安说。

成长路上，不只有家人的陪伴，刘俊

安还得到了许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与支持。

“学校里有耐心的老师、热心的同学，每

次遇到困难，他们总是第一时间为我加油

打气。残联也一直很关心我的学习生活状

况，为我申请了教育资助。”刘俊安告诉

记者。

在刘俊安心中，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对

每 一 位 曾 经 关 心 帮 助 过 他 的 人 最 好 的

回报。

“进入大学已经两个多月的时间，我

认识了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新朋友，参加

了一系列学校举办的讲座和活动，也见到

了自己心心念念已久的天安门广场。”刘

俊安说。

“我相信，每一次努力，都是幸运的

伏笔。只要不放弃努力，把命运牢牢握

在自己手中，残疾人也可以逆天改命。”

刘俊安说，“大学时光很美好也很短暂，

我会继续勇敢追梦，努力活成自己想要

的模样。”

上大学上大学，，让他们遇见更好的自己让他们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帅郭帅

由中国残联主办的“我来北京上

大学”2024 年残疾人大学生分享会近

日在京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传

媒 大 学 、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等 院 校 的 6 名

残疾人大学生代表讲述了自己的学习

和成长经历，畅谈大学生活的收获与

感悟。

会上，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教育

处处长崔瑞芳介绍了近年来中国残联

推动残疾人大学生教育有关工作情况

和特殊支持政策。2023 年，全国共有

在校残疾人大学生 10 万余人，分布在

全国 2000 多所高等院校。

近 年 来 ， 我 国 每 年 有 3 万 余 名 残

疾人被各级高等院校和特殊教育学院

录取，其中，有资格对视力障碍、听

力障碍等残疾人进行单考单招的院校

共有 23 所。

“ 在 2023 年 高 考 中 ， 各 地 残 联 配 合

当地考试中 心 ， 为 1.1 万 余 名 残 疾 学 生

提 供 了 合 理 便 利 。” 崔 瑞 芳 说 ，“ 如

今 ， 不 只 是 高 考 ， 为 残 疾 人 提 供 的 合

理 便 利 也 延 伸 到 了 全 国 硕 士 研 究 生 统

一 招 生 考 试 、 全 国 大 学 英 语 四 六 级 考

试等各类考试。”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我 国 残 疾 人 教

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支持保障体

系建设等举措惠及每个残疾学生及其家

庭，残疾人受教育权益得到更加充分的

保障。”崔瑞芳表示，“教育，让广大残

疾人遇见更好的自己。”

活动结束，记者采访了部分来自中

国残联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残疾人大学

生代表。 分享会现场分享会现场

“教育是人们改变命运、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根

本途径，对于残疾人来说更是如此。”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如是说。

李庆忠曾在盲校任教多年，对残疾青少年有着特殊的

感情。履职期间，他常年为残疾人教育问题奔走呼吁。

“其实，很多残疾人身虽残志犹强。如果为其提供良好

的教育条件，他们完全可以达到普通人的教育高度，就业能

力和机会将大大提高。”李庆忠表示，近年来，我国特殊教育

事业发展迅猛，上大学的残疾人越来越多，“新时代为残疾

青年走进大学校门、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和机遇。”

但李庆忠在调研中也发现，“整体数量上，残疾人上大学

的比例仍然较低。”他表示，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残疾人能够进

入大学，有机会选择更多的专业，有更宽阔的就业出路。

“除了上大学，残疾人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同样非

常重要。”李庆忠认为，除了要办好盲人按摩等品牌性的

职业教育外，应积极探索更多的残疾人职业教育途径和

模式，比如在普通职业学校开办残疾人班或者采取随班

就读的形式。

对于在校的残疾大学生们，李庆忠提出，“希望同学们

能够珍惜机会，努力学习、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和创新，谱写

自强不息的青春华章，成就‘出彩’人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

谱写自强不息的青春华章

“触摸电影”
打开视障儿童新“视”界

为保障视障儿童能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照

亮孩子们的“心路”，中国电影博物馆联合北京

市快乐小陶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近日举办“可

触摸的电影”科普活动。本次活动专为 9 至 17

岁 的 视 障 青 少 年 设 计 ， 通 过 亲 手 触 摸 电 影 道

具，近距离感受电影制作的魅力，参与电影动

效配音环节，亲身体验声音在电影中的奇妙魔

力，打开了视障儿童新“视”界。图为视障儿

童触摸电影道具。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在中国残联工作 20余年来，融合教育一直是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残联理事杨洋格外关注的问题。

“4岁失聪后，我就是融合教育的受益者。”在全国政协

十四届一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杨洋曾分享自己的教

育经历。

“残障群体本就是普通群体的一员，但因为残障导致的

出行、信息等障碍，让我们在学习生活中，多了许多常人难

以理解的磨难和压力。”杨洋表示，全国已有无数的残疾人

大学生，这份成绩来之不易。

“可以说，因为有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有了融合教育

的发展，有了各方面的有力支持，残障朋友才能畅通无阻地

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杨洋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与残障群体相关的政策越来越多。杨

洋介绍道，202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2023年 9

月，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今年，安徽、山东、上海、江

西四地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正式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杨洋表

示，国家对残障群体的康复、教育、就业、无障碍环境等支持政

策不断完善，将为残障学生带去源源不断的底气和力量。

“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

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在杨洋看来，每一位残障大学生都很

阳光。“衷心希望每一位大学生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为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理事杨洋：

为残障学生带去底气和力量

■ 委员声音

Z 镜头·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