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4 月到 2022 年 4 月，我曾担任湘西州残
联理事长，对残疾人朋友感情颇深，对残疾人事业高
质量发展感触良多。”全国助残日期间，全国政协常
委、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商联主席滕树静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需要社会方方面面
的关注。”滕树静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
政府对残疾人的教育、医疗、服务等各个方面都给予
了高度的关注，残障人士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就
业、教育、康复医疗等相关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

“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认为各方还需进一步加
大力度，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更好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滕树静表示，当前
无障碍设施日益完善，但某些无障碍设施仍然存在设
计不合理等现象，要继续加强对无障碍环境改造，让
无障碍设施真正没有障碍。“除了要在设计和实施上
消除物理障碍，更需要消除健全人与残疾人之间的无
形障碍，设身处地去发现、解决残障人士的需要。”
滕树静说。

“我在残联工作期间，曾亲眼看到了一些残疾儿
童通过康复训练，感知能力、说话能力、自我管理都
得到了加强，觉得非常感动。”滕树静说，有效的康
复救助，能够让残疾儿童重拾信心，更能让一个家庭
重获希望。她建议，“应适当延长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的时间，如孤独症、心智障碍儿童的康复训练往往需
要更长时间；同时适当提高残疾儿童康复补贴标准，
免除其家庭的后顾之忧。”

“针对残疾儿童要因材施教。”滕树静建议，根据
残疾类型开展合适的教育，把教育、康复、医疗三者
有机结合；加强特殊学校的建设，优化特殊学校课程
设置；特殊学校、普通教育学校以及医疗、康复部门
要加强衔接合作。

“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的科学管理也至关重要。”滕
树静表示，要根据不同的残疾类别进行科学合理康
复，尽最大的可能让残疾儿童得到良好的康复治疗，
最终融入正常生活。“此外还要加大科研投入，提高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能力。”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实
现自我价值的关键。”滕树静认为，要继续加大对残
疾人就业创业的扶持力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或
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招收残疾人员
工，安排适合的工作岗位，对于这部分企业在税收等
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或减免；另一方面对有能力创业的
残疾人，要积极支持他们创业，在项目、资金、就业
培训、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

全国政协常委滕树静：

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
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讯 （记者 郭帅） 近日，中华全
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印发
《关于建设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案例征集结
果的通报》，对100个入围案例所在单位进
行通报。

据悉，为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
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帮助职工
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推动建设家庭友好
型工作场所，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中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按
照“理念态度友好、职业发展友好、生育
保护友好、照护支持友好、工作安排友
好、职业健康友好”的“六个友好”标
准，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建设家庭友好
型工作场所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共征集案
例 175 个，经筛选和评审，产生 100 个
入围案例。

近年来，全国总工会围绕缓解职工生
育后顾之忧，持续推动建设家庭友好型工
作场所，编制出版指导手册，推出建设家
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电子书、绘本、宣传挂
图、视频宣传片、动漫微课等系列全媒体
宣传产品，发出建设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
倡议，推动建设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理念
进一步深入人心。各级工会按照“六个友
好”标准指引，鼓励用人单位探索优化工
作制度，支持男女职工平衡工作、家庭和
个人生活，营造有利于职工身心健康的工
作环境，帮助企业提高工作效率和劳动生
产率，努力实现职工、企业、社会多方
共赢。

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联合通报
建设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案例征集结果

Z 新知·睿见
5月19日是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全国政

协关于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意见 （试行）》中“服务弱势群体”相关工作，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与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近日联合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助残活动，助力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活动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们走到残疾人朋友身边，了解他们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书写了一
份份服务残疾人“零”距离的“委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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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的美好生活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5月17日一早，天津民园广场，茵茵绿草
映着罗马柱长廊，游乐嬉戏的孩童、闲庭信步
的老人各得其所，享受着周末的美好时光。
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这个熟悉的休闲场所
似乎有些不一样，“广场上多了很多使用轮
椅、盲杖的残疾人。”

当天，天津市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启
动活动在此举行。

残疾人是“特殊困难的群体”，残疾人
事业被喻为“春天的事业”。今年助残日期
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依托北京、上
海、河北、天津、湖南等 12 个省（区、市）残联
平台，开展了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助残活
动。为了“春天的事业”，委员们纷纷启程，为
更多残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民园广场一角，盲人程序员陈晓在信息
无障碍技术的加持下，正在和一位健全人开
展着激烈的电竞对战。游戏虽然没有画面，
但通过立体的环境音和语音，陈晓在键盘上
手指翻飞，飞速完成了游戏中的各项任务。

“看不到游戏画面，会不会影响反应速
度？”听到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北门中医医院
常务副院长王遵来的提问，两位玩家暂时中
断了这场游戏。

“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一旁的健全人
笑着说，“他对声音敏感，枪声刚一出他就知
道方位。”

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科技助残，共
享美好生活”。科技的进步，让陈晓的幸福生
活有了更具象的模样。近年来，除了修盲道、
去台阶等环境无障碍建设，信息无障碍也在
不断完善和普及。作为一名残疾人程序员，
他面临的“障碍”正在一点点“土崩瓦解”，向
往的美好生活一步步成为现实。

陈晓的感受，是新时代越来越多残疾人
共享美好生活的缩影，也是委员们参加此次

“服务为民”助残活动最深的体会。
活动中，全国政协委员们走进困难残疾人

家庭，了解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参观指导残
疾人服务机构，与基层残疾人工作者座谈，为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
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康复是残疾人最迫切的期望，也是促进
残疾人事业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各地
助残日活动中，委员们欣喜地看到，在科技
产品的支持下，残疾人拥有了更加自主、便
利和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开启了生命更多
的可能性：戴上智能仿生假肢，实现“手随心
动”；打开手语实时翻译系统，听障人士不再

“社恐”；“康复机器人”护航，残疾可防且可
控……

中国残联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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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8 万人次残疾人得到辅具
适配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
在85%以上。

“成就显而易见，但残疾人康复医疗体系
建设仍需进一步梳理和完善。”接受记者采访
时，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
长郑虹告诉记者，他在手术中见过很多因病
致残的新残疾人，他建议：“一方面要加大残
疾预防科普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关注这部分
群体，及时给予他们心理疏导及康复支持。”

一旁的王遵来委员对此表示附议，他发现
近年来患上脊柱疾病，特别是脊柱侧弯的青少
年越来越多，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多种疾病，还
可能致残，但很多家长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可见加强科普确实很重要！”王遵来说。

不断擦亮残疾人美好生活底色

5 月 19 日，长沙市雨花区金科园社区残
疾人就业创业（面点）实训工坊内，记者还未

进门，一阵糕点香味便扑鼻而来。
操作间内，坐在轮椅上的晓燕（化名）将

鸡蛋打入碗中，倒入白糖、牛奶等原材料，细
心地用打蛋器搅打均匀，一旁的教师耐心观
察着，只在需要时为她点拨一二。

“培训班结束后，很多企业会到这里来招
聘，只要技术过硬，结业即可就业。”雨花区残
联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道，自从进入培训
班，晓燕每天都“元气满满”，她期待未来掌握
专业烘焙技能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甜品店。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类扶残助残实践积
极回应残疾人就业、教育等方面的需求，让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残疾人，不
断擦亮着残疾人美好生活的底色。

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还面临哪些挑
战，又有哪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全国助残日
活动期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联合
湖南省残联，组织湖南省全国政协委员们走
进学校、社区、企业，“把脉问诊”残疾人教育、
就业中的堵点难点。

“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对残疾人仍然存
在误解和偏见，限制了残疾人的职业发展；另
一方面，不少残疾人又因为自身技能欠缺等
原因，不能满足企业需要。”全国政协委员、湖
南省岳阳市侨联副主席柳玲玲认为，“加强宣
传教育，提高企业对残疾人认识和理解的同
时，也要加强残疾人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
们的就业能力。”

柳玲玲还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残联等部
门积极开展促进残疾人就业相关行动，随着
社会不断发展，诸多新职业诞生，残疾人有了
更多样化的就业选择。

“只有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
关爱服务体系，才能让残疾人就业创业环境
持续优化。”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肿瘤医院
院长向华表示，相关部门要构建有利于残疾
人就业的制度与法律环境，通过政策引导，让
残疾人享有更多公平就业的机会，从根本上
提升残疾人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帮助他
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吴
理之在参加助残公益活动的过程中接触到了
许多残疾儿童，从此这些孩子成了他放不下
的牵挂。

“教育关系着残疾儿童的未来。”吴理之
呼吁，全社会要加强对残疾人特别是残疾儿童
的关心关注，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自力
更生。“我在和这些孩子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
们的心理负担普遍较重，学校及社会组织要注
重对残疾儿童及其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同
时，引导全社会形成理解、关爱残疾人的良好
氛围和扶残助残的友爱环境。”吴理之说。

柳玲玲建议，要加强特殊教育学校软、硬
件建设，完善必要的残疾人康复训练、教育教

学等仪器设备的配备。同时，为特殊教育教师
的专业能力提升开拓途径、搭建平台；健全残疾
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机制，全面保障残
疾学生教育专项经费，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
及其家庭给予补贴，确保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
女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

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群众

5月19日一早，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记
者见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理事长龙墨时，身着一身运动服的她，正在热情
地与残疾人朋友们拉家常、问冷暖。

当天，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中国残疾
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联合举办“集善益块
走”——2024 年全国助残日公益徒步活动，近
800 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与残疾人朋友一道，
共同完成了10公里徒步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残疾人的需求也从简
单的吃饱穿暖转向更多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因
此，助残善举也应不断与时俱进。”作为一名资
深残疾人工作者，龙墨参与并见证了近年来各
地扶残助残举措不断优化、持续落实，科技助
残、文体助残、直播助残等形式丰富多样。

“一次次扶残助残行动中，平等、融合、共享
的价值导向更加深入人心，全社会尊重、理解、
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氛围也更加浓厚，他们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持续得到提升。”龙墨说。

当天傍晚，江苏省南京市工人文化宫，一曲
震撼人心的鼓乐表演《锦绣》拉开了助残日文艺

汇演的序幕。作为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助残活动的受邀委员，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张克运观
看了汇演。“演出中，残疾人表演者的脸上全是
满满的幸福感。”张克运告诉记者：“在爱心市集
上、才艺展示时、文艺演出中，残疾人都表达了
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我深受感动。”

张克运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欠发达地区
对残疾人服务仍然比较薄弱，残疾人的精神文
化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为此，他建议，“要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立基层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
室等场所，满足残疾人的基本文化需求。此外，
要通过政策扶持、税收优惠等措施，加强残疾人
文化建设和艺术人才培养，鼓励残疾人文化创
业，不断提高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品质。”

记者注意到，在今年助残日活动中，多地还
通过现场咨询、普法讲座、发放法律援助宣传材
料等方式，大力宣传助残护残公共法律服务，引
导残疾人依法维护合法权益，这些活动深受广
大残疾人好评。

在广东省助残活动日现场，全国政协委员、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专程来到“法
律咨询”席位，与在场的法律工作者亲切交谈，
了解残疾人法律救助、普法工作开展情况。

“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是依法
保障残疾人权益的题中应有之义。”朱列玉在工
作中发现，残疾人出行不便、沟通不畅，但遇到
的问题并不比健全人少，“各类需求都有，婚姻
问题、民间借贷、就业创业、租房买房等。”朱列
玉说，一些残疾人在面对侵害时，不敢也不会拿
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这需要社会各界
共同的关注和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残疾人权益保障在立法
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法律法规体系日趋
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
人袁爱平建议，要根据残疾类别、程度、年龄等，
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残疾
人法律权益宣传力度，提高残疾人自身权益保
护意识，营造良好助残法治氛围；加大对残疾人
特别是农村及未成年等残疾人的法律援助力
度，降低残疾人获取法律服务的门槛。

谈及此次参与“服务为民”助残活动的感
受，委员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受益匪浅，对残
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激发
了他们深入调研、积极撰写相关提案的热情。

“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群众。只有
走进群众、服务群众，才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
协离自己很近、政协委员就在身边，为民履职的
路就能越走越宽。”采访中，一位委员的感言，也
道出了所有参加活动的委员们共同的心声。

为“春天的事业”托起“稳稳的幸福”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助残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郭帅 刘洋

“多亏有各级政协和县委县政府的帮助，
我和孩子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保障。”在第
34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同心县丁塘镇南阳村，肢体一级残疾
的马花搬进了新家。

说起自治区政协和同心县委县政府对她
一家的帮助，原本不善言谈的马花一下打开
了话匣子。

马花是吴忠青铜峡市邵刚镇同富村人，
长期租住在同心县丁塘镇南阳村，独自带着

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我本人手指伸不开，
还得坐轮椅，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经济压力一
直挺大的，想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但力不从
心。”马花哽咽地说。

今年3月，自治区政协在同心县走访调
研时，了解到了马花的情况。“在这边时间久
了，和街坊邻居都有了感情，我想把户口迁到
这里来。”马花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愿望。

“这个心愿好解决吗？”自治区政协主席
陈雍笑着看向了旁边的吴忠市委副书记、同

心县委书记王汉武。
“主席，我们马上研究解决！”王汉武现场办

公，推动此事落实。
当天晚上，同心县政协主要负责人主持召

开会议，同心县民政局、住建局、卫健局、妇联、
残联及相关乡镇结合工作职责，共同协商，为马
花制定“一户一策”精准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开
展救助、提供政策支持，帮扶马花走出困境。

3月28日，好消息传来，马花的户口迁转至
同心县豫海镇永春社区。

马花的惊喜还不止如此。同心县住建局为
马花落实了廉租房，同心县豫海镇残联又对廉
租房进行了装修装饰，配备了油烟机、热水器等
基本家具和生活物资等，并对厨房、卫生间等实
施无障碍改造、水暖电改造。

在对马花的帮助中，县妇联加大关爱力度，
由“爱心妈妈”李静对马花的两个孩子给予生活
和心理上的帮扶。县教育局落实班主任结对帮
扶政策，为两个孩子免费提供了学习用品、课外
读本等。县民政和残联部门帮助将马花100元/
月的残疾补贴调整为230元/月，母子三人均享
受730元/月的低保。

看着崭新的家具和无障碍设施，马花眼中
噙满了泪花：“虽然行动不便，但日子越过越有
盼头。我会更加努力生活，不辜负大家的这些关
爱和温暖。”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本报记者 范文杰

Z 益路·同行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下，在社会各界的
支持扶助下，我国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
立，正不断迸发出生命的光彩。

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尊重和保障残疾人
的权益，让他们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
责任。在扶残助残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走
心”“走实”“走深”。

助残要“走心”，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细
心。要倾听残疾人的内心声音，去感受他们真实
的情感。要积极宣传扶残助残文明实践的好故
事，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
浓厚氛围。要扶助他们走上自强自立之路，更加
全面平等地参与和融入现代生活。

助残要“走实”，需要进一步细致了解残疾
人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残
疾人渴望走出家门。除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外，

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参与文体活动、拥有舒适
的无障碍环境等，也是广大残疾人的迫切所盼
所愿。扶残助残，除了提供相应的物质支持和帮
助，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多角度促进残疾人融合
发展，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残疾人。

助残要“走深”，需要注重实效和可持续性。
扶残助残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进一步
健全管根本、顾长远的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和
完善的助残体系。要提供医疗、教育、就业等各
个方面的全方位支持，切实尊重和保障残疾人
各项权益，为他们融入社会创造更多机会，为他
们的美好未来创造更多可能。

在扶残助残的道路上，需要全社会一起行
动起来，用爱和关怀去温暖广大残疾人朋友，助
他们于逆境中追求进步、在残缺里创造幸福，同
全国人民一道，在新时代广阔舞台上，不断迸发
生命的光彩。 （舒迪）

助残要“走心”“走实”“走深”

■短评

全国助残日期间全国助残日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们围绕残疾人托养全国政协委员们围绕残疾人托养、、康复康复、、就业就业、、教育等问题开展调研教育等问题开展调研。。


